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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感恩新中国 圆我人生梦
记热衷于公益事业的跨界书法人陈翔云

生于旧社会，长在新中国。陈翔云深深地
知道，自己从一个农村出来当兵的孩子成长
为共产党员、高级工程师和书法人，都是党和
国家培养的结果，应该感恩报恩。所以他致力
于用书法为家乡和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
益之事。

2005 年夏天，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
进性教育”活动中，陈老所在的居民区党总支
交给他一个任务：为全体党员写纪念扇子。年
届古稀的他冒着酷暑，连续战高温半个多月，
在 230 多把扇子上书写了励人奋进的语句，

受到大家赞扬，被街道评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十佳好人好事”和静安区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2014 年，陈翔云应湖南籍同事之邀，为道
县爱国主义教育点“三爱园碑林”义务题写
了碑名、对联及碑文。

值得一提的是，陈翔云内心一直牵挂着
自己的家乡，“情系家乡，这种牵挂会伴随我
一生”。2015年，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活
动中，陈翔云为故乡祠堂书写了 “陈氏祖
训”、“陈氏家训”、“新屋境”及楹联并捐款
制成木刻涂金和铜板赠给家乡，激励后人，以

报乡恩。另外，他积极支持家乡助学扶贫协会
的工作，除捐款外，还精心创作了多幅书法作
品供协会义拍，所筹得的款项悉数捐赠，同时
捐赠个人书法集 100本，奖励给村里考取大
学本科的学子每人一本。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书法飞入
寻常农家，在亲人的支持下，陈翔云把毕生创
作的150多幅书法作品，从上海运回故里，设
立“水云斋”书法屋永久展示收藏，让乡亲们自
由参观欣赏。此举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陈翔云满怀

着对祖国的深情创作了多幅书法作品。对他
来说，今年有三喜临门值得祝贺。“一喜是获
奖作品顺利拍卖助学扶贫，二喜是荣获了中
国交通运输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书画
摄影展书法二等奖，三喜是获评为街道评选
的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70 个代表性人物的
光荣称号”，陈老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从这
位 84 岁老人的身上，记者感受到了一股特
有的活力。而这种活力，正是源于他有一颗感
恩祖国之心，一腔热心公益之情，一个热爱书
法之梦。

� � � �翰墨情深归故里， 游子千里报
乡恩。 这句话是对石二社区文化名
人陈翔云老先生最生动的写照。 日
前，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现
年 84 岁的陈老把自己最珍贵的一
幅书法作品捐赠给家乡助学扶贫协

会进行慈善拍卖， 拍卖所得全部捐
赠给家乡用于扶贫事业， 而此举对
于陈老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有没
有点不舍的感觉？ ” 面对记者的提
问， 陈翔云回答的很干脆：“与其珍
藏，不如拿去拍卖帮助更多的人，这
是它最大的价值所在。 ”

著名书法家韩煜先生对陈翔云

书法的评语是：其楷书，清雅秀丽，
挺拔俊美；其隶书，端严而俊逸。 陈
翔云却谦虚地说：“我不过是一个跨
界的书法人而已。 ”

士兵华丽转身验船师

1935年冬，陈翔云出生在广东增城桥头
村。他的童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度
过的，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的残
暴罪行，在其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刻下了受
帝国主义欺凌侮辱的印记。

1949 年 10 月家乡解放，1950 年 12 月
正在简易师范班读书的陈翔云和村里要好的
几位同学，一起响应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的号召，投笔从戎，那时他还不满 16 岁。
1951 年 3月，陈翔云被分配在某军政治部秘
书科任文印员，从事文件刻写，打字和油印工
作，在他想来，或许与自己在填写《军人登记
表》中写了“书法特长”有关。

1954 年，为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国
防军的需要，部队决定选拔一批年轻干部去
国内军事院校学习深造，陈翔云幸运地被选

送至被誉为“海军军官摇篮”的第一海军学
校（现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习，并赴南
海、东海实习。在升入本科三年级时，海军体

格检查委员会认为陈翔云晕船特别严重，不
适应海上生活，决定让他中途退学并转业地
方，“这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但作为一个
革命军人，服从命令是最高天职。”1958年 4
月，陈翔云满怀忧伤，告别了解放军这个大家
庭，回到了久别的家乡。

未能完成海校的学业，对陈翔云而言是
个重大的损失，也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挫折。
但正是部队多年的培养教育，使陈翔云确立
了自己的人生观：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
正是海校几年学习的坚实基础，陈翔云复员
后 3个月就考上了武汉水运工程学院。1962
年秋，陈翔云毕业分配在国家船舶检验局上
海局工作，由一个士兵转身成一名验船师，直
至 1999年正式退休。
“在航运、造船业中，验船师是颇受人羡

慕的职业。如果自我约束不严，很容易犯以权
谋私的错误。30 多年来，我忠实地履行了验
船师的职责，经我检验发证的柴油机等产品
先后安装在出口船舶和我国远洋、沿海及内
河航运的船舶上。”回忆起退休前的验船师工
作经历，陈老话语里透出深深地怀念。

任职期间，陈翔云曾多次被单位指派参
加内燃机、涡轮增压器等产品的国家标准、船
用标准的审定会议以及各种型号的柴油机新
产品的技术鉴定会，参与编写国家船检局《船
用柴油机检验须知》一书。作为一名专业领域
的高级工程师，陈翔云还曾被评为优秀共产
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白发勤耕人生梦

如果让现在的陈老选择一个身份，他更
愿意以一个书法人自居，而不是船舶领域内
别人嘴里的“高工”。
“我虽然是学工科出身的验船师，但自小

就喜爱诗文和书法，在村里也有些小名气，
1949 年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当时 15 岁就
为族里‘新屋境’门楼写春联。”时光荏苒一
个多甲子，陈翔云还记得自己人生中第一次
写的大字春联，“上联是‘椒花献颂’，下联为
‘柏酒浮香’。”

陈翔云的书法梦缘起于 1950 年春，当
时，他所在师范班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去广
州进行教学实习的机会，陈翔云回忆说：
“这次去广州，对生于农村的我来说，意义
非凡，它开创了我人生的五个第一。”第一
次去省城大都市；第一次乘汽车；第一次坐
火车；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买字帖“赵孟
頫寿春堂记”。这五个“第一次”为陈翔云

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特别是以前写书法
只有单张的摹写样本，当看到赵孟頫体态
流丽、气度雍容、美丽圆润的书风，陈翔云
就像被磁铁一样吸引住了，“当时我想，要
是我也能像他一样写得这么漂亮那该有多

好啊！”正是赵孟頫这位历史上著名的书
法家引发了陈翔云的书法梦，书法成为他
一生最大的业余爱好。

参军后又从事三年多的文印工作，更为
陈翔云的硬笔书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
毛笔书法真正步入书法之门还是在他退休以
后。为了重续少时的书法梦，他买了一套专业
的教材，包括“书法字海”“三希堂法帖”等
一些名家字帖。陈翔云如饥似渴地进行自学，
每天收看中央书画频道的《书法课堂》《每日
一字》《每日一书》节目，从理论和实践两个
方面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

经过几年的辛勤自学，陈翔云终于跨入
了书法之门。他先后加入静安书协，上海市
书协老年委和上海市书协，成为上海船检历
史上第一个跨界书法人，圆了他少年时的书
法梦。

陈老家中藏书颇丰，近几年，其诗文、书

法作品屡屡获奖，并在各级媒体报刊上发表。
其创作的《静心学习，安居乐业》宣传口号荣
获静安区首届学习节宣传口号一等奖；中国
船级社文化艺术节书法一等奖；上海市纪念
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老年书法展优秀作品
奖；中央国家机关“迎接十九大，经典耀中
华—学习《习近平用典》书法展”三等奖，其
家庭也获得了“上海市学习型家庭示范户”
“上海市百个优秀阅读家庭”“静安区读书使
者”等称号。

作为上海市老年书法代表团成员，陈翔
云还参加了“海派书法全球行”日本、柬埔寨
的书法交流活动。“当我看到自己的书法作品
与已故的书法大家沈尹默等人的作品一起在
日本展出并编印在《中日书法交流展集》时，
那一刻，真是感到莫大的荣幸。”在柬埔寨交
流展上，陈翔云为多位华侨现场挥毫，送上祖
国亲人的祝福。

热心公益报乡恩

陈翔云老先生近照

陈翔云获奖书法作品

陈翔云高温天给党员写纪念扇

专业验船师陈翔云

□记者 丁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