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高潮
。

这时作者又重新泼墨书
“
目

” “
荣

，’ “
边

，’ “
垒

” “
草

，’

书出极

至 不论是章法
、

墨气
、

线条的轻重 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 “
盛绽报

春花
，’

之绝笔 结束了此幅作品正文
。

下半行分两行小款
。

上款
“
边

防战士之歌
”
采用通俗易懂行书书款 而且

“
边

”
用简体 更使作品

易识 雅俗共赏
。

再以区别下行繁体边字重复
。

总之 边老的像这样精彩绝伦的诗书合璧的作品不胜枚举
。

我

在此就不一一赏读�如附图�
。

边老的名气虽然很大 但他从不以此自居 家乡人千里迢迢从

关里老家为其题匾
、

题殿堂的宗祠
、

祖庙之字 从不拒绝
，

热情接

待 热心书写 从不收取分文
。

随着年事已高 尽是沈阳军区老战士

书画会理事 黑龙江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务理事的他 专注老年书

画教学 创作与理论的研究 多次在全国各大报刊专业刊物发表关

于老年人学书法的文章讲座
。

提出老年人学书要珍惜和关于利用

自己有限的精力和时间 扩
‘

要有所为 肩所不为
”

抓重点 形成拳头
“
反复研究 力求突破

”

要抓
“
用笔

” 、 “
结构

” 、 “
神采

”
三个问题 在

“
老年报

，’ “
新晚报

，’ “
老年生活

，’

等报刊物 发表多篇理论教学文章
，

培养了一大批中老年书法家
。

我有幸就读于黑龙江省业余书法学

院 得边健如老师教诲受益匪浅
。

在纪念我恩师邢衍先生逝世 ��周年系列活动中我请边老为

邢衍先生篆刻条幅 《鲁迅笔名百印》题字 边老时近九十高龄 欣
然答应为他的老书友深情题字

，

我亲眼目睹了老人家对邢衍先

生的一往情深
，

边老题记中道 少邢衍先生是我省著名书法篆刻

家
，

是我书界老友
，

他一生攻篆刻
，

选谐精湛
，

深得汉意
，

粗犷中

蕴藏无限细腻妙处
，

令人读之神往
，

惜英年早逝 厂忆之不胜人痛

悼…… ”
等 ���余字蝇头行楷

，

一气呵成
。

书后手腕都麻木不会动

了 痛得直甩手
。

那种对书友的真诚情谊一下子在字里行间进发出

来 真是令人敬佩
。

边老写书法一丝不苟 非常认真 记得 �� 年代 在省书协的一

次笔会 我有幸观看边老写书法 他写了
“

丰收在望
”
四字后 觉得

不满意 就甩到了一边 重新书写
。

我当时觉得写的还不错 就偷偷

收藏起来了
。

时过 �� 余年后 我拿出此幅书法 清边老重新签名加

盖了章 边老深深被我这个学生的诚意打动了 题了年号与名字并

加盖了章�如图二�
。

边老诗书合璧的书法作品得到了中国书协副

主席
、

书法泰斗沙孟海先生的赞赏并赠
“
积健为雄

，’

墨宝相赠
。

我想用我为边老作藏名诗来结束本文 �

边公翰墨名千秋 健笔龙蛇四海游
。

如意吉祥康而乐 诗书合璧万古流
。

本篇文章在写完后 边老未来得及阅读就匆匆离开了我们 成

了我终身遗憾
。

权当此文作为怀念边健如老师的祭文吧 �

愿边健如老师开创的诗书合璧书法之路一定在书法界开花结

果 发扬光大
。

�上接第 ��� 页�众路线 既要基于理论性 汉要结合实践性 更要

把握时代性
。

�
�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必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
。

马

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 少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

业
” 。

也就是说 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见证者和缔造者 是改造世界

的主体和力量源泉
，

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领路人和开拓

者 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但同时 我们要

清醒的认识到 肚会的进步与发展的基石是人民群众 无产阶级政

党的兴衰与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密不可分
，

无产阶级政党只有

紧密团结群众
、

深入群众 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诉求 不断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 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实现马克思政党的历史使命
。

�
�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必须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

改

革开放 ��多年来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只有
“
立党为公

，

执政为民
”
才能顺民心 得民意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实

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
，

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

的思想和行动中 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矾固党的执政地位 增强党

的创造了和凝聚力战斗力
，

使保持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

广泛
、

深厚
、

可靠的群众基础
。 ” ���当前 各种社会思潮涌动 意识形

态领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

如果没有一种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

建设 那么社会的发展就会缺少精神家园 所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必

须解放思想 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 才能营造人民

群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更好的坚持中国道路 弘扬中国精神 凝练

中国力量 �同时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在解放思想
、

实事求

是的基础之上 将
“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作为执政党的价值追

求 才能使党员干部实事求是 厂心为民 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的人生价值追求
。

三
、

结语

我党 �� 周年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 必须将
“
从群众中来 到群

众中去
，’

的执政理念始终贯彻下去 并落到实处
。

首先 这是历史选

择的必由之路 漫长的民族独立于复兴之路告诉我们 凡是脱离了

群众的政权 都会被时代无情的抛弃 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保持

执政的先进性和稳定性
。

其次 这是思潮碰撞的广泛共识
。

改革开

放以来
，

全国各族人民围绕发展的总思路
，

开展了广泛的探索研

究 形成了必须践行群众路线的共识
。

第三 这是实现中国梦的精

神动力
。

中国梦这一表示表达了全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和价值追

求 池凝聚着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百年期盼
。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

的关键期和攻坚期
，

需要继续不断深化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的

成效 做到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动摇 做到坚持八项规定严反
“
四风

，’

不动摇 坚定革命信念从实践中谋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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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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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 “
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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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极

至 不论是章法
、

墨气
、

线条的轻重 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 “
盛绽报

春花
，’

之绝笔 结束了此幅作品正文
。

下半行分两行小款
。

上款
“
边

防战士之歌
”
采用通俗易懂行书书款 而且

“
边

”
用简体 更使作品

易识 雅俗共赏
。

再以区别下行繁体边字重复
。

总之 边老的像这样精彩绝伦的诗书合璧的作品不胜枚举
。

我

在此就不一一赏读�如附图�
。

边老的名气虽然很大 但他从不以此自居 家乡人千里迢迢从

关里老家为其题匾
、

题殿堂的宗祠
、

祖庙之字 从不拒绝
，

热情接

待 热心书写 从不收取分文
。

随着年事已高 尽是沈阳军区老战士

书画会理事 黑龙江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务理事的他 专注老年书

画教学 创作与理论的研究 多次在全国各大报刊专业刊物发表关

于老年人学书法的文章讲座
。

提出老年人学书要珍惜和关于利用

自己有限的精力和时间 扩
‘

要有所为 肩所不为
”

抓重点 形成拳头
“
反复研究 力求突破

”

要抓
“
用笔

” 、 “
结构

” 、 “
神采

”
三个问题 在

“
老年报

，’ “
新晚报

，’ “
老年生活

，’

等报刊物 发表多篇理论教学文章
，

培养了一大批中老年书法家
。

我有幸就读于黑龙江省业余书法学

院 得边健如老师教诲受益匪浅
。

在纪念我恩师邢衍先生逝世 ��周年系列活动中我请边老为

邢衍先生篆刻条幅 《鲁迅笔名百印》题字 边老时近九十高龄 欣
然答应为他的老书友深情题字

，

我亲眼目睹了老人家对邢衍先

生的一往情深
，

边老题记中道 少邢衍先生是我省著名书法篆刻

家
，

是我书界老友
，

他一生攻篆刻
，

选谐精湛
，

深得汉意
，

粗犷中

蕴藏无限细腻妙处
，

令人读之神往
，

惜英年早逝 厂忆之不胜人痛

悼…… ”
等 ���余字蝇头行楷

，

一气呵成
。

书后手腕都麻木不会动

了 痛得直甩手
。

那种对书友的真诚情谊一下子在字里行间进发出

来 真是令人敬佩
。

边老写书法一丝不苟 非常认真 记得 �� 年代 在省书协的一

次笔会 我有幸观看边老写书法 他写了
“

丰收在望
”
四字后 觉得

不满意 就甩到了一边 重新书写
。

我当时觉得写的还不错 就偷偷

收藏起来了
。

时过 �� 余年后 我拿出此幅书法 清边老重新签名加

盖了章 边老深深被我这个学生的诚意打动了 题了年号与名字并

加盖了章�如图二�
。

边老诗书合璧的书法作品得到了中国书协副

主席
、

书法泰斗沙孟海先生的赞赏并赠
“
积健为雄

，’

墨宝相赠
。

我想用我为边老作藏名诗来结束本文 �

边公翰墨名千秋 健笔龙蛇四海游
。

如意吉祥康而乐 诗书合璧万古流
。

本篇文章在写完后 边老未来得及阅读就匆匆离开了我们 成

了我终身遗憾
。

权当此文作为怀念边健如老师的祭文吧 �

愿边健如老师开创的诗书合璧书法之路一定在书法界开花结

果 发扬光大
。

�上接第 ��� 页�众路线 既要基于理论性 汉要结合实践性 更要

把握时代性
。

�
�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必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
。

马

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 少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

业
” 。

也就是说 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见证者和缔造者 是改造世界

的主体和力量源泉
，

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领路人和开拓

者 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但同时 我们要

清醒的认识到 肚会的进步与发展的基石是人民群众 无产阶级政

党的兴衰与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密不可分
，

无产阶级政党只有

紧密团结群众
、

深入群众 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诉求 不断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 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实现马克思政党的历史使命
。

�
�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必须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

改

革开放 ��多年来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只有
“
立党为公

，

执政为民
”
才能顺民心 得民意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实

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
，

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

的思想和行动中 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矾固党的执政地位 增强党

的创造了和凝聚力战斗力
，

使保持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

广泛
、

深厚
、

可靠的群众基础
。 ” ���当前 各种社会思潮涌动 意识形

态领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

如果没有一种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

建设 那么社会的发展就会缺少精神家园 所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必

须解放思想 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 才能营造人民

群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更好的坚持中国道路 弘扬中国精神 凝练

中国力量 �同时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在解放思想
、

实事求

是的基础之上 将
“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作为执政党的价值追

求 才能使党员干部实事求是 厂心为民 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的人生价值追求
。

三
、

结语

我党 �� 周年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 必须将
“
从群众中来 到群

众中去
，’

的执政理念始终贯彻下去 并落到实处
。

首先 这是历史选

择的必由之路 漫长的民族独立于复兴之路告诉我们 凡是脱离了

群众的政权 都会被时代无情的抛弃 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保持

执政的先进性和稳定性
。

其次 这是思潮碰撞的广泛共识
。

改革开

放以来
，

全国各族人民围绕发展的总思路
，

开展了广泛的探索研

究 形成了必须践行群众路线的共识
。

第三 这是实现中国梦的精

神动力
。

中国梦这一表示表达了全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和价值追

求 池凝聚着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百年期盼
。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

的关键期和攻坚期
，

需要继续不断深化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的

成效 做到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动摇 做到坚持八项规定严反
“
四风

，’

不动摇 坚定革命信念从实践中谋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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