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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母亲

昨夜
我梦见去世多年的母亲
站在山上的坟前
提着一盏灯笼
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们之间有一座山
一座无法翻过的山
我奋力向上攀登
却一直走在山脚

昨夜
我梦见母亲含泪跟我说话
娘说
我怕你夜深迷路
给你送来一盏灯笼

我忍住泪水
拉住母亲长茧的手
怕一松开
神就把母亲带走

儿子未来

我12岁的儿子很优雅地吸了
一口烟
整个世界剧烈地咳嗽起来

孩子
我给了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却无法给你一个健康的未来

我多希望
能把你带回老家
做为一粒种子
让爷爷把你和玉米种在一起
这样
也许你能长出一个金灿灿的
未来

父亲电话

父亲打电话来说
老家对门的张婶过世了
我们家的母羊刚刚产了
两只羊羔

此时，厨房内的妻
一手举着菜刀
一手摁着菜板上的鱼

我刚好看见窗外梧桐树上
两只麻雀为觅食而争吵
夜色正慢慢涌上来
昏暗的灯光落在斑驳的街道
一个被生活累折了腰的影子
不知所措地站在十字路口

(春之木)

花花甲甲老老农农痴痴情情““毛毛体体””四四十十载载
莱芜民间书法爱好者马学孔“毛体”书法赠给“主席”饰演者
文/片 本报记者 程凌润 蔺相虹

今年67岁的马学孔是莱城区马陈村村民，这位地地道道的农民是莱芜市民间书法爱好者，他
“痴情”于“毛体”已经40多年。期间，他曾因买不起纸张，而在旧报纸和墙上练习书法。如今，他的“毛
体”书法已经炉火纯青，作品还赠送给了青年毛泽东的饰演者侯京健。

初见马学孔，记者很难把
“毛体”字和眼前的这位老农联
系到一起，他朴素忠厚，第一次
接受采访显然有些拘谨，他说：

“我这就是个人爱好，从来没想
过出名或者谋利。”

马学孔告诉记者，他曾经
担任过村里的民办教师、赤脚
医生和村文书。1967年，毕业于
陶镇农中的马学孔就在马陈村
村办小学做起了民办教师，期
间，他还在莱芜师范学院进修
了4个月。“当时只有六七个老
师，每个老师都要教很多课，除
了语文、数学课之外，我还教学
生学书法课。”马学孔告诉记
者，正是担任民办教师的经历
让他喜欢上了书法。

记者注意到，马学孔书桌
上摆放有笔墨、毛泽东诗词全
集和毛泽东墨迹大字典。“我是
非常崇敬、崇拜毛泽东主席，他
的书法和诗词都非常磅礴大
气，在写这些字的时候我就感
觉心胸开阔。练习毛体字，这是
一种情怀，也是一种享受。”马
学孔说，之所以练习“毛体”与
对毛泽东的崇敬有很大的关
系，为了练习“毛体”书法他特

意购买了毛泽东诗词的字帖用
来临摹。

担任民办教师期间，他几
乎每天都会练习一两个小时的
书法。“那个时候没有宣纸，没
有好纸，我就收集学校的旧报

纸，拿来写字，有时候旧报纸没
有了，我就用毛笔蘸着水在地
上写。”马学孔介绍，旧报纸用
完之后，他还在墙上练习“毛
体”书法。“那个时候，农村都是
靠工分吃饭的，他在家练字也

不去干活，我们那时候天天为
了这个吵架。”马学孔的妻子郭
爱珍回忆道，她根本不同意丈
夫在墙上练习书法，认为他这
是不务正业，但最终还是“屈
服”了。

用旧报纸和墙面

练习“毛体”书法

初中毕业的马学孔是马陈
村的“文化人”，文革期间曾写
过“大字报”，后来他又免费给
乡亲写“对联”。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又被村委安排去学医，成
为了一名赤脚医生，之后他又
在马陈村担任文书、财务等职
务，多年来，他始终没有放弃

“毛体”书法这一爱好。
在马陈村乡亲们眼中，马

学孔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农
民，而时间一长，乡亲们对于这
位执着的老人都竖起大拇指。

“马学孔的字真是好啊，而且人
也好，这么多年了，我们村里烈
属军属家的对联都是他写的。”

每到过年就成了马学孔写字写
得最多的时候了，最多的时候
光对联就要写上五六十副。“有
一些邻村的，或者出门在外的
村民，过年回到家，知道我写字
好的，就都过来跟我要一副，卖
不了钱，我就是写给乡亲们看
看，我自己心里也舒坦。”

虽然字写得好，日日挥毫
却没给马学孔带来任何的名与
利，郭爱珍就对马学孔说过：

“你练那玩意儿干啥，有那功夫
还不如给菜地里挑挑粪，浇浇
水。”马学孔却说：“这不是我故
作高雅，而是只有写字才是我
最快乐的事情。”

马学孔痴迷于“毛体”书
法40多年，他的作品也达到了
炉火纯青的地步。今年春节，
因饰演青年“毛泽东”而被熟
知的莱芜籍演员侯京健参加
莱芜文艺工作茶话会时，收到
一幅恢宏大气的“毛体”书法
作品，这幅书法作品就是出自

马学孔之手。
“我看过电视，他的眉眼长

得真像毛主席，演得也好，我从
来没想过我的字能送给他。”说
起那幅赠给名人的字，马学孔
觉得自己好像写得有点匆忙，

“他是大年初四回来的，我大年
初二写完让我弟弟带过去的，

当时我也不知道是给谁的，后
来才知道是演主席的那个演
员，咱们的莱芜老乡。”在此之
前，马学孔一直觉得自己的字
上不了台面儿。

马学孔告诉记者，他在接
受采访之前，就已经创作了十
几幅作品，最长的近两米。采访

期间，马学孔现场写了两首毛
泽东的诗词，分别是《长征》、

《庐山仙人洞照》，这两个作品
他已经熟记于心，书写过程中
没有丝毫停顿，他的字豪迈雄
浑，酷似毛泽东的笔迹，挥毫泼
墨之后，他还印上了毛泽东的
头像。

“毛体”书法赠送“主席”饰演者

从“大字报”一直写到“门对子”

寻访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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