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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有五个孩子，我排第四，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一个
弟弟，我的小名叫“云霞”，为什么叫云霞呢？没有人给我解释
过，我也没问过。我猜是因为我三姐叫“九霞”，为什么叫九霞
呢？我的理解是，我已经有三个姐姐了，对于重男轻女的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九”代表最高、最大、到顶了，不能
再生女孩了。那么九霞后面的弟弟，我，就叫云霞了。

我户籍上的大名，也是我现在各种材料中的曾用名是“徐
廷云”，不过这个名字我从来没用过，也不知道，直到小学毕
业，见到学籍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这个曾用名。我一年级入
学的时候，奶奶领着我和叔叔家的弟弟徐廷光到村小去报名，
报的是“徐廷艳”，“徐”是我的姓，“廷”是字辈，接受报名的老
师也是我们一个村的本家，他肯定清楚。至于“艳”，一个男孩
子为什么叫“艳”这么女性化的名字，奶奶不明白，弟弟不清
楚，我也不在意。不过，我的大名是徐廷（yàn），这是很早很
早就植入我脑中的观念，它来源于哪里，我不知道。我的家人
没有任何异议，也没有任何解释，我和周围的同学、邻居、亲戚
也没有觉出任何异样。不过，现在，我的老同学要是再叫我

“徐廷艳”，我就觉得特别的别扭、特别的难堪。
我现在的名字叫“徐廷涛”，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我

小学毕业的时候，升初中需要考试，成绩差的同学是没有机会
上初中的，当时我考的不很好，也不很差，有初中可以上，但不
是重点中学。当时家长和老师商量的结果是留级一年，来年
再考重点初中。可是，又遇到一个困难，恰好那年国家规定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不能留级，怎么办呢？我的班主任赵老师想
到一条路子，改名后留级。现在到了另一个问题，改什么名
字？赵老师让我决定。家人没有一个关心的，可能我也没求
助他们，我自己想了好长时间，现在想想大概足有一个月，也
没有想出好名字，感觉我能想到的好名字都被别人正用着
呢。赵老师等啊，等啊，一遍遍地催我，可我实在选不出来，
哦，不是选不出来，是一个可以作选项的也没有。最后，可能
到了考试报名时间了，赵老师没招了，好了，你也别想了，你就
叫“徐廷涛”吧。当时我大吃一惊，虽然没有反对，但是心里还
是很抵触的，因为我知道这个名字是哪儿来的，我的同班同
学、邻居、好朋友叫“徐庆涛”，我的名字有些剽窃的嫌疑，我认
为徐庆涛也有这种想法，不过，我们都没说出来罢了，回想那
年，我听到我的新名字是非常别扭的。好在，除了填写材料，
大家都还叫我“徐廷艳”，一直到上了初中，和徐庆涛分开了，
我才适应了我的新名字。

2001 年，我妻子怀孕了，是个女儿，几乎是从怀孕那天
起，我就给女儿想名字，翻书、上网、查字典、咨询起名专家
……直到女儿出生，我和妻子还是没想起来她应该叫什么，娃
娃、宝贝妮妮、小龙女（女儿属蛇），糊弄了一天又一天。最后，
女儿的大姨实在看不下去了，“好了，好了，我们楼上的小孩叫
彤彤，你们的也叫彤彤吧。”（这是明目张胆的剽窃）后来，妻子
又专门找了起名专家，认为“童”字，笔画数更好，于是女儿小
名“童童”，大名“徐小童”。过了半年，我的一位女同事生了一
个女儿叫“桐月”，又过了七八年，一位女同事生了一个女儿叫

“彤彤”。字不同音同，喊起来一样，可见，要想起个不同凡响
的名字真难。

名字与我
徐廷涛

自幼爱好唱歌、画画，由
于学习绘画先于学习音乐，所
以，以画画为主。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
有幸从师于刚从山东艺专毕业
的官志训老师，受先生的教导
和影响，走上了一条美术之
路。

后官志训老师调出滕州，
我又从师于当时县文化馆的画
家黄金程先生，学习人物、山
水、花鸟，而最初是造型能力
的训练。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
代初，恰逢文革期间，各项展
览较多，如工业展览、农业展
览、阶级教育展览等。在展览
中，我结识了当时省市书画名
家：如滕县一中的项良园老
师，滕县二中(后调一中） 的
闫宗汉老师，县文化馆的张悟
老师，中国著名版画家吴广君
老师，县电影院的马宝成老
师，县剧团的李霖老师等。在
制 作 中 接 触 到 了 油 画 （西
画）、国画、版画、实用美
术、设计、书法等艺术门类，
观摹并实践了各画种的基本技
法，耳濡目染，对美术有了进
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当时，我
正处于青年时期，这些老师们
的性格、气质、艺术品格、道
德面貌对我有深远的影响，让
我受益终生。项良园老师严肃

的军人艺术工作者的风度，严
格的组织纪律性，张悟老师的
文雅温和多才多艺，闫宗汉老
师的中庸协调和平易近人，
吴广君老师的老练沉稳，马
宝成老师的淡定从容。李霖
老师的活泼浪漫潇洒，在我
后来的艺术生涯中，都能找
到这些先辈艺术家的性格、
气质的影子。

他们的影响，使我对艺术
（音乐、美术等） 产生了崇尚
之意，坚定了我终生从事艺术
的信念。由于美术的先入，音
乐作为我的爱好，始终伴随我
的美术活动。

在后来的美术学习中，我
如饥似渴地临摹，特别是在人
物画上，下过大功夫。我画过
人体解剖，画过人体、头像素
描。也画过油画，学制过版
画，学过雕塑，画过大型广告
画，写过各种美术字，画过壁
画等。

此后，我进修美术教育专
科，系统地学习了中外美术
史、艺术论、美术概论，西
画、国画、版画、书法篆刻的
技法和理论、实用美术……为
后来的美术教学和绘画创作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教学工作中，我尽心尽
力教好美术课程。业余时间写

美术论文，创作绘画作品，学
习声乐；书画音乐并行。所
以，我将工作室取名为“墨咏
斋。”

退休后，我全身心投入国
画山水的研习和创作中，又求
教于省内、国家级名家杨文
德、张洪源、张宝珠、尹沂明
诸先生。学习山水画，我从传
统学习开始。对古代名家选优
临习。先后临习五代董源、宋
代范宽、李唐等，元代后的黄
公望、王蒙，清代的龚贤等。
又临习了近代的黄宾虹、李可
染等大家作品。结合临摹，还
研究画史、画论；对山水画的
变迁以及各家各派的特点面貌

有所了解。临摹整幅和局部结
合，整幅领会其精神，局部掌
握其技法。在创作中还借鉴西
方绘画的明暗、块面、光影、
色彩等特质，为已所用。面向
自然，面向生活，“师古人、
师造化”。写生中研究、消化
传统，酝酿创作，水到渠成，
形成自家风格。

天道酬勤。在多年的美术
教学、绘画创作中，我取得一
定成绩，成就了自已的较为圆
满的美术人生。有画作出版发
行，有美术论文在国家级报刋
发表，有山水画作品在国家级
专业展览中展出，退休后，在
山东省文联、老龄委、省美协

举办的省老年美术书法比赛中
联续三届获奖。滕州大家王牧
天先生评价我说：“为人执着
本真，视绘画为个人的一种生
命形式；勤勤恳恳虔修绘画近
五十年，成就了自已比较圆满
的美术人生。他教美术专心、
耐心、精心；绘画创作精益求
精，研究探索，从不满足现
状。”

美术之路是条寂寞漫长的
路，行进中有苦涩，有困惑，
有惆怅；但我不忘初心，胸怀
梦想。墨咏斋中，守定希望，
写诗情歌意，画高山流水。咏
墨相伴，向着更远的目标，一
路前行。

墨咏斋里
乐陶陶

刘灵巨

滕州市西郊的王楼村西
头，鲁班大道东侧，一座披红
石碑上镌刻着：山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滕县木版年画。山
东省人民政府颁布。枣庄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立。
2015年10月。其中“滕县木
板年画”几个大字赫然醒目。

这块标志石碑认证了王楼
村是滕州年画的中心产地,彰
显了滕州年画之乡，也提升了
王楼村的知名度。

这座标志碑能够树立在王
楼村，与王楼年画第十二代传
人、领军人王振军与他的团队
在发掘、保护年画所做出的卓
有成效是工作分不开的。

花甲之年的王振军先生，
幼年受家庭熏陶，酷爱年画艺
术。他 8 岁就随祖父王建良、
父亲王永镇习画，13 岁学木
版年画技艺，是其父亲的得力
助手。他们父子联手印制的

《状元及第》、《五子登科》、
《刘海戏金蟾》 等木版年画，
在 1982 年山东省民间工艺美
术展览会上获得了专家的好
评，《状元及第》 被誉为“齐
鲁年画的精品”。

王楼年画早在五个世纪初
就名声远扬，产品销往省内
外，被誉为“中国年画之乡”。

“文革”期间，王楼年画
遭到重创，作坊关闭，印版被
毁，仅有少量精品印版是王振
军之父冒着极大风险珍藏下
来。今天我们能观赏到的《五
子登科》、《五福财神》、《槊
刀》、等木版年画，就是王振
军、王振义等年画传人将其父
辈遗留下的那 20 多块老版印
制出来的，这些老印版弥足珍
贵。

为了发掘王楼年画，王振
军不畏艰辛到处搜集散失在民
间的老印版。当闻知笔者有珍
藏老版 《状元及第》，他登门
探访，与笔者共同整理印制出

《乘龙状元》，此年画在第二、
三，四届全国非遗博览会展
出，得到专家和同行的高度称
赞。文化部民间艺术研究所专
家王海霞女士观后评价说：

“国内稀有，风格独特，很有
研究价值”。

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协会
主席、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
工艺美学院院长潘鲁生教授观

看了王楼年画后点赞：“滕县
木版年画颇具鲁南地方特色，
有很大的保护价值和发展潜
力”。

著名年画丛书作者、年画
收藏家沈鸿先生在十几年前就
一 直 关 注 滕 县 木 版 年 画 。
2004 年专程从深圳来滕州探
踪王楼木版年画。他在其专著

《滕州年画之旅 》 里写到：
“因为看到一则资料，我就开
始产生滕州年画之旅的冲动。
资料上写到：滕州年画《状元
及第》等16幅曾参加1982年
山东省举办的民间工艺品展
览 ， 受 到 专 家 们 的 高 度 赞
赏”。资料上还写到：“滕县木
版年画出自王楼村。我国各地
年画题材丰富，但很多雷同，
而滕县王楼年画却另辟蹊径，
于无我处着手，成为独此一家
的特殊品种，反而显示出独特
性的价值。这是滕县年画对民
间木版年画的独特贡献”。

专家、学者对王楼年画的
点赞言真意切。

王楼年画传人王振军先生
宝刀不老，他乘改革开放的东
风，在专家学者的启发下，全

身心地投入到王楼年画的发
掘、抢救、保护工作中，印版
不全，他多次深入东山里寻访
在“文革”时期其父转移到亲
朋家的年画印版，已收集到十
块老版。他还在村内外继续发
掘收寻印版。

发掘保护王楼年画需要资
金，他拿出多年积蓄 3 万元，
用来购置工具材料。为了更好
地开展工作，王振军发动团结
村里的年画传人王振义、王振
相、王振芝、郭来芝、王宜珍
等同道创办了 4 家年画作坊，
又成立了“滕州市王楼木版年
画协会”，同心协力发掘、保
护、传承王楼年画，使这古老
的民间艺术重放光彩。

经过几年的不懈地发掘，
已整理出木版年画 20 多个品
种，共印制5万余张。停产半
个世纪的王楼木版年画终于恢
复昔日的俏丽容颜。

王楼年画在近几年里应
邀，频频参加全国、省、市

“非遗”博览会，其展品受到
国内外年画专家、收藏家的喜
爱。所印制的年画已基本销
完。

王楼年画名扬四海，近几
年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年画
爱好者到王楼参观购买年画。
其中有俄罗斯、印度、美国、
尼日利亚、刚果等外国客人。
王楼木版年画已走向世界。

“墙里开花内外都香”。本
地一些年画爱好者也常到王楼
订购年画。去年腊月，一位年
过七旬的退休老教师到王楼参
观年画作坊并购买年画，他很
感慨地说：“小时候过年，看到
村里家家户户都贴王楼印的门
神，那红、黄、蓝、绿、紫色彩浓
烈、造型优美的白脸状元和威
风凛凛的红脸武将门神都十分
好看，在配上丹红春联显得很
热闹，喜气洋洋，年味很浓。已
有 50 多年来未见这原滋原味
的木版年画了，今儿我买几张，
春节贴在门上，这样才有年味，
这年味也是乡愁啊。”

在各级政府和文化学者、
专家的帮助指导下，王楼木版
年画的发掘、保护工作已取得
了显著成果，得到了政府的肯
定和奖励。2016 年荣获第五
届中国春节旅游产品博览会金
奖。

大放光彩的王楼年画
刁统安

近日，滕州著名书画家朱灏然先生邀请孙建明、李上水、秦复桂、邵斌、袁家运、孔维国等
书画家，共同举办新春开笔仪式，祝愿在鸡年闻鸡起舞，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讴歌伟大的时
代。 （特约记者 黄华 摄）

国画国画 刘灵巨刘灵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