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愚公”——— 惠民县大年陈镇商振增：

用坏200支毛笔，三年抄完《红楼梦》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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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自幼喜好书法，

现成为乡间名人
商家村紧靠黄河北岸，是个宁

静的农业村。家中的堂屋，被商振
增开辟为自己的书房，在四周墙壁
上挂着多幅商振增自己的书法作
品，其中最显眼位置的两幅分别写
着“书韵”和“墨香”两字。

商振增自幼爱好书法，少年时
代就在学习之余练习书法，受当时
经济条件限制，家里没钱买纸、墨，
商振增就用毛笔蘸水在桌子上写，
写满后把水擦干继续写。就这样，
商振增每天坚持练字，并没有因为
家贫而间断和放弃。

作为一名农民，商振增每天都
有繁重的农活要干，随着结婚、生
子，还得担负起赡养老人、抚养孩
子的重任，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商
振增也没有间断练字。白天没时
间，他就把练字时间挪到了深夜，
多年的坚持，也使得商振增形成一
个习惯：觉少，并且是越晚越精神。

近几年，随着孩子们陆续大学
毕业和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商振增
财力、精力和心情都有了明显好
转，他的书法爱好有了更广阔发展
平台。

多年的付出，让商振增凭借其
书法在五里八乡成为名人，村里谁
家有个红白喜事，都会来找他帮忙
写字；每年春节，村里找他写春联
的络绎不绝。商振增还是个好心
人，不管是谁家来找，他都欣然接
受，村里人给商振增计算过，他每
年用在帮别人写字的时间最少也
得一个月以上。

抄书太过痴迷，

深夜练字直至无眠
2008年初，当时已经52岁的商

振增萌生了一个念头：用毛笔小楷
把四大名著全部抄一遍，并从自己
最喜欢、已读了数遍的《红楼梦》开
始。

说起自己当初之所以这么做，
商振增说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
锻炼书法，以这种方式满足自己的
书法爱好；二是自己确实喜欢四大

古典名著，有的已经读了好几遍，
但写一遍和读一遍的体会和感受
肯定不一样；再就是希望能通过这
种方式唤起和带动其他人对书法
的爱好和热情。”

当年春天，经过短时间酝酿和
准备，商振增开始用毛笔手抄《红
楼梦》。

《红楼梦》全书120回加上标点
符号共计80余万字，完成手抄工
作，是一项极费体力、精力的工程。
由于白天有农活、家务和其他琐
事，商振增就把抄写工作全部放在

了晚上。
“我一般是晚上11点之后开始

写，因为那时农村人一般都睡觉
了，环境安静，没有打扰，特别容易
进入状态。”商振增说，“只要没有
非常特殊的情况，我每晚都会抄一
部分。每天最少写6页宣纸，每页
200至300字，多的时候能写到10
页。我最早凌晨2点睡，要是兴奋
了，能写到5点。”

对丈夫手抄《红楼梦》这一举
动，商振增的妻子潘素华很纠结。

“对他喜欢和练书法这事，我是全
力支持，但看他每天晚上写字到那
么晚，心里又很心疼，毕竟都快60
岁的人了。”潘素华说，“晚上为了
叫他睡觉，俺俩没少拌嘴。叫一遍，
人家在写，再叫一遍，人家还是再
写，不管你叫几遍，人家都听不进
去。”

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有时商
振增晚上写字睡得太晚，早晨就起
不来，但地里的活又不能没人干，
这时潘素华就自己收拾工具下地，
等她干完活回家做早饭时，商振增
却还在睡觉，这也让潘素华有过些
许埋怨。“埋怨也是暂时的，他就是
喜欢书法，他因为写书法耽误点农
活，俺就多干点呗，没啥。”

历尽艰辛，

心血工程终于完成
去年4月份，商振增的手抄《红

楼梦》还差10回就全部完成。一天
下午商振增在村里帮一户乡亲忙
完丧事后突然感觉胸闷气短，起始
他还以为是累的，以为休息一会就
没事了。但将近傍晚，商振增却觉

得自己有些坚持不住，他赶紧让家
人送他到医院，医院检查确诊为急
性心肌梗塞，经抢救做了心脏支架
手术后脱险。

术后半个月商振增回到家中，
仅休息了10多天，他就不顾医生和
家人劝阻投入到抄写工作中。去年
10月，商振增终于将最后一回抄
完，在大功告成那一刻，商振增长
长地舒了一口气。

在商振增家中，记者看到了他
耗时三年多时间手抄完成的工程。
全书由宣纸写成，已线装完毕，12
册摞起来有将近半米高，随手翻开
一本，蝇头小楷字迹清秀、工整，一
字字、一段段、一页页，无不浸透着
商振增的心血。

为了完成《红楼梦》手抄本，商
振增仅毛笔就用坏200多支，墨汁
用掉50多瓶。“写的时候要特别用
心，一页纸上写错一个字，这一页
就得重写。”

抄完《红楼梦》后，商振增并没
有停歇，按照计划，还有三部古典
名著等他完成抄写。“现在《三国演
义》我已经抄了10回，最快能在明
年下半年完成。只要身体允许，其
余两部我计划在五年内全部完
成。”商振增说。

滨州市书画名家赵先闻在听
闻消息后特意赶到了商振增家中，
在看过作品后，赵先闻对商振增给
予了很高评价：“用毛笔小楷抄完
一部文学名著，本身就是一项工
程，需要毅力，更需要坚持；我看了
商振增的手抄本，从书法层面讲，
写得确实不错，有较高的书法审美
价值，他还是一个农民，完成这么
一项工程，更加难能可贵。”

希努尔强势入滨重分西装市场
本报 5月 1 9日讯 (记者

张峰 ) 19日上午，希努
尔男装滨州旗舰店正式开
门迎客，一改希努尔在滨
州 主 城 区 代 理 的 销 售 策
略，代理转直销的背后，是
希努尔重分滨州西装市场
这块蛋糕的雄心。

希努尔男装滨州旗舰
店位于黄河三路渤海七路
路口西100米路南，扼守渤
海七路商业街重要位置。

旗舰店总投资6 0 0 0万元，
总面积1 2 0 0平方米，装饰
可用“奢华”一词来形容。
上午 1 0点半开业后，店内
便迎来了不少顾客，“旗舰
店装修豪华，衣服品质也
很不错，可见希努尔是下
定决心要强力竞争滨州市
场了”，一名在店内挑选西
装的市民说。

希努尔男装滨州分公
司总经理孙涛介绍，希努

尔定位为中高端，豪华的
装修是实力的展示，比豪
华的装修更重要的是售后
服务，“对我们来说，服务
好一个顾客比开发一个新
顾客更重要”，“企业也有
自己的文化，希努尔非常
像山东人，实实在在，我相
信优秀的产品加上完善的
服务，滨州人将不再单单
是买一件衣服，而是从感
情上认可希努尔”。

希努尔男装滨州分公司总经理孙涛：

我们凭什么后来居上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峰

对于希努尔大张旗鼓
地在滨州开设旗舰店，希努
尔男装滨州分公司总经理
孙涛显然有自己的打算，在

面对这一问题时自信满满，
“现在这个季节可以说是正
装销售淡季，我们从开业到
一切理顺、完善，大概需要

两个月的时间。”孙涛介绍
说，希努尔主打中高端市
场，中高端的体现不仅在产
品上，还在服务上，希努尔
把产品和服务做到了一体
化，“我们不仅有成品，还有
高端定制，量体定做，单量
单裁，设备是从西班牙进口
的”。

“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是，西装品牌如此之多，大
家凭什么认可希努尔？”孙
涛介绍说，单从衣服干洗来
说，希努尔的衣服都是全国
联网免费干洗，在滨州买的
衣服，走到全国各地都可以
免费干洗。“而且特别重要
的一点是，希努尔的企业文
化像山东人，实实在在。举
个例子来说，某质监局工装
采购招标，去了十几家品

牌，唯独把我们留下了，因
为只有我们投标的工装棉、
毛含量是达标的。我们采用
什么销售策略呢？那就是实
实 在 在 不 做 假 的 销 售 策
略。”

“在抢占滨州市场上，
我们可能不是第一个，但我
们要后来居上，做到这一点
也并非难事。滨州这几年发
展非常迅速，消费水平也明
显抬高，人们的品牌意识越
来越强。以前希努尔在滨州
城区做代理的多一点，现在
我们做直销，并且是开旗舰
店做直销，可见对滨州市场
的重视，我们利用旗舰店将
希努尔的高端品牌展示给
消费者。”

在差异化竞争时代，一
个品牌要想生存并发展壮

大，总有自己的制胜法宝，
孙涛说，“希努尔的策略就
是牢牢守住中高端市场阵
地，抢占高端市场阵地。阵
地的坚守要靠优秀的产品
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否则再
坚固的阵地也要失守”，“对
我们来说，只有做好了售
后，才可以去谈销售问题，
事前把顾客上帝，事后撒手
不管，品牌形象就会毁于一
旦”。孙涛介绍说，希努尔的
服务从一些细节就可以看
出来，比如西装不小心划破
了，可以免费为顾客换片；
五年之内掉了扣子，都可以
免费安装；针对裤子磨损速
度快于上衣磨损速度，公司
还推出了一套西装两条裤
子，而价格却是不变的。

滨州是产棉大市又是

纺织大市，却没有叫得响的
本土服装品牌，孙涛说，产
业往往有聚集效应，滨州家
纺企业比较多，规模比较
大，服装原材料的多样性也
是导致本土没有知名服装
品牌的原因之一。拿西装来
说，60%以上是毛，棉只是占
一部分，所以没有大型品牌
服装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有的服装企业退
出滨州市场甚至没落，孙涛
说，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还是那句话，对我们来说，
服务好一个顾客比开发一
个新顾客更重要”，“既然决
定要来滨州扎根，就决定好
好做下去，眼光长远一点，
用我们的服务感动消费者，
相信用不了3年，老百姓会
从感情上认可希努尔”。

希努尔男装滨州分公司总经理孙涛。

希努尔男装旗舰店。

他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但对书法却有着一种常人难比
的执着和眷恋。在临近花甲之年，他决定用毛笔手抄文学名著

《红楼梦》，虽然有农活要干，虽然期间曾因急病险些过世，但他
坚持把这一工程完成，仅毛笔就用坏了200多支。他说自己还有
一个心愿：只要身体允许，五年内抄完另外三部中国古典名著。
他就是惠民县大年陈镇商家村的商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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