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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笔笔笔显显功功底底，，字字字字展展性性情情
解放东路社区谷长树的书法人生

在友谊苑北区2号楼楼长
孙嘉英看来，只要是对社区
居民有益的事，就要去尽力
去做；而碰到损害大家利益
的事，她也不能坐视不管。

“我就是发挥一点余热，做点
对街坊邻居有益的事情。”孙
嘉英觉得在社区里，为大家
做点事，都是自己分内的事。
担任楼长6年来，孙嘉英认真
负责、热心助人，不少邻居为
她点赞。

热心好楼长，老伴来帮忙

一开始居委会孙嘉英当楼长，她有点
犹豫，老伴老徐起了关键作用，“他说与其
在家闲着无聊，不如当个楼长帮居民做点
事情。”当了楼长后，老伴也不时当“助
手”。“社区里有发通知的事，他一起通知，
有时邻里闹点别扭，他跟我分头去调解。”

2002年，孙嘉英一家刚搬来时，楼院
门处是一级一级的台阶，居民推自行车进
出很不方便，老人上下走路也很费力。孙

嘉英夫妇一合计，决定自己动手砌个坡
路，“我们自己买的水泥、和好，然后把台
阶砌上。”孙嘉英夫妇两人砌好了坡路，方
便了居民进出，大家都很感谢他们。

孙嘉英的老伴老徐还有一项特殊的
技艺——— 修电视机。谁家的电视没有图
像、没有声音，老徐都能修。“现在不论谁
家电视出问题了，都来找他。他只要有空
都会去看看。”孙嘉英说。

友谊苑社区楼长孙嘉英

爱爱管管闲闲事事热热心心肠肠
邻邻里里相相助助好好榜榜样样

文/片 本报记者 朱文龙

除了帮助居民解决日常
生活中遇到的麻烦事，楼长
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收水电
费。这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对
于孙嘉英来说却并不简单。

“我们小区现在还没有
实现水电并网，收费也和市
政不一样，不管你一个季度
用多少，都收69元。”对于这
个在特殊情况下“一刀切”收
费，有的住户难免有意见。

“前几天物业收水费的
小伙子给我打电话，说有一
户居民还没有交水费，如果
再不交，就给我们单元停

水。”孙嘉英一听到这个，连
饭都顾不上吃就出门了。

“那家人态度也挺好的，
他说，‘大姨，您看，我们都是
双职工，一天用不了多少水，
为什么也让我们交这么多水
费？’”孙嘉英非常体谅那家人
的立场，但一个单元的邻居们
要是因为这个停水了，很可能
产生更大的矛盾。“我就对他
说，‘我明白他的心情，但是不
能因为你一个人的委屈，就让
大家跟着受委屈啊！’”这位住
户最终听从了孙嘉英的劝告，
按时交了水费。

及时劝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一个楼里，要是一家下水
道堵了，可能波及更多人家，
如何处理成了很多小区的产
生矛盾的点。不过，孙嘉英用
不一样的方式书写了一段和
谐的“邻里歌”。

“有一回我们中户的下
水道也堵了，但总阀门在一
楼右户，维修起来不太方
便。”孙嘉英就把二单元6家
中户召集起来开会，听听大
家的意见，一起想。

“在会上，大家都同意
修。但是怎么修，如何修，大
家有不同的意见。”孙嘉英提
了个意见：能不能大家凑钱
重新开一个下水
道。她这个“另起炉
灶”的建议得到了
大家的认可。

定下来之后，孙嘉英就
去联系施工队，经过一番讨
价还价，确定了维修费用。在
确定费用分配时，孙嘉英没
有简单地让各户平均出钱。

“一楼用的管子少，就少拿
钱，六楼用的管子多，就多拿
钱，我也多拿一部分。”大家
对这个分配都没意见。在孙
嘉英的妥善处理下，这个下
水道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孙嘉英说，邻里间碰到
问题，只要本着解决问题的态
度，多一些忍让和大度，一定
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有
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树立邻里互助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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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其人，字如其性”，谷长树的字给人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家住解放东路社区的谷
长树，自幼研习书法，寒暑不辍，求师访友，博采众长，追求文兰幽竹之墨趣，雅俗共赏之品
位，使书法作品有了极强的生命力，现在担任山东商报老朋友书画院院长。多年的临池以及
对书法艺术的感悟，形成了他草书作品的行云流水之势，行书作品的婉约之美。

自幼结缘，不断寻师访友

谷长树生于1952年，他为
人谦和，重学养，轻名利。谈起
跟书法的缘分，谷长树说：“我
父亲是会计，喜欢舞文弄墨，
字写得很棒。从小村里的红白
事都是由父亲执笔。”受父亲
的影响，谷长树对书法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与感情。

上世纪80年代，谷长树的
书法在济南已小有名气，但是
自感遇到艺术瓶颈，他把目光
投向了张立朝大弟子朱振东。

“当时我给朱振东先生写
了一封信，当时朱先生并不收
学生，因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
收我。”苦等了数日，谷长树终
于等来了朱先生的回信。

“老师说，让我到家里去
一趟。”谷长树不敢怠慢，连忙
整理衣装来到了朱振东的家
中。朱振东说，看他硬笔字很
不错，不知道书法功底怎么
样。“于是老师让我写了一个

‘家’字。”谷长树说，“家”字的
横竖撇捺折很见功力。

谷长树认认真真地写完
“家”。朱先生看了一会儿，连
连点头。于是，谷长树成为朱
振东的开山大弟子。

除了朱振东先生之外，谷
长树还受到过欧阳中石先生
的指点。

“我和欧阳先生原本是旧
识，后来他搬去北京，渐渐不
联系了。我退休之后，去了一
次北京，想拜欧阳先生为师。”
欧阳中石连连摆手说，“你我
是故交，怎能为师徒。”

博采众长，自成一番韵味

任何一个书法家，在艺术
创作中都会遇到如何处理模
仿与创新的难题。正如齐白石
先生所说，“学我者生，似我者
死”。一味模仿，永远形不成自
己的风格，超越不了前人，成
不了大家。但往往有些书法学
习者又走入另一个极端，轻临
摹，急于创新。而临摹是一个
打基本功的过程，如果基本功
都没打好，所谓创新便都是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便也不会

有好的作品，更不会长久。
在这个问题上，谷长树数

十年如一日坚持临帖，“二
王”、颜柳、苏轼等大家的作
品，一遍遍临摹，把古人已经
总结成熟的关于字的长短、浓
淡、收放等基本技法掌握娴
熟。在他看来，真正的创新，应
该是在熟练掌握这些技法的
基础上，把自己的精气神融入
到每一个字中，即在做到形似
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神韵。

“书法作品的神韵，是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但是
也正是这种神韵才是真正属
于一个艺术家的独一无二的
东西。”而这也正是谷长树孜
孜不倦追求的境界。

谷长树的作品，笔墨变化
多端，一笔一画均安排得疏密
得当，肥瘦适宜，上下承接，左
右呼应，浑然天成。

谷长树认为，练习书法的
过程，是一个修心的过程。从
谷长树书法作品中，既能领略
到俊逸典雅的中国传统书法
艺术之魅，同时，也感受到谷
长树豪爽、专注的性情之美。

文/片 本报记者 朱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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