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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富江与文化名人

季羡林（左）和么富江

欧阳中石赠予么富江的诗 臧克家为么富江写的对联

□ 刘爱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冠县东古城
镇中学教师么富江看到老家农村的
许多孩子因为校舍和师资不足、家庭
生活困难等原因面临失学，毅然放弃
令人羡慕的工作回到村里。他效仿
清末冠县行乞办学的武训先生，历经
千辛万苦，先后筹资三百余万元，建
设了两所小学、一所幼儿园，使数百
名面临失学的孩子重新背上书包，走
进课堂。

当时，《人民日报》《解放日报》
《光明日报》《大众日报》等几十家新
闻媒体对么富江的办学事迹进行报
道，一些文化名人也纷纷以题词、赠
送书画等形式予以支持和鼓励。

1990年9月，酷爱书法的么富江
在办学形成初步规模后，考入北京大
学首届书法艺术研究班进修一年。
书法班的教师大多是国内知名的书
法大师，在这里，他不但学到了受益
终身的书法精髓，还结识了许多交往
一生的良师益友。

欧阳中石赠诗

书法班授课教师中，最有名气的
要数欧阳中石。欧阳教授时任首都
师范大学教授，被北大书法艺术研究
班特聘为主讲教师。他每次上课，教
室内都座无虚席，有时过道里也会坐
满旁听生。

么富江很想请欧阳教授为学校
赐字，以便扩大办学影响力。一天下
午，么富江带着刊登自己办学事迹的
报纸去欧阳教授家里拜访，为了表示
尊重，他在超市买了两瓶鱼肉罐头。

到了欧阳教授家，发现他正在书
房向几位入室弟子点评书法作品。
么富江担心欧阳教授不认识自己，连
忙自我介绍说是书法班的学生，并把
报纸递给欧阳教授。

欧阳教授疑惑地接过报纸，认真
地看起来。同时，么富江打量了一下
教授的书房，只见室内除书橱、书桌
外，墙上醒目位置还贴着一行大字：动
笔三千，会客不超过10分钟。

看到这几个字，么富江的心凉了
半截，心想：教授这么忙，看来求字的
事要黄了。

十几分钟后，欧阳教授把报纸看
完了，他的脸色由刚才的严肃变得和
蔼起来，他亲切地说：“富江，你办学
辛苦了，快请坐。”

欧阳教授又问了有关办学的几
个问题，么富江一一作答，教授的脸
色越发可亲起来，问：“你今天来有需
要我帮忙的吗？”

么富江说出想请教授赐墨宝的
事，没想到欧阳教授答应得很干脆，
说：“你和武训先生一样为家乡、为人
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不但要给你
写字，还要给你写一首诗。你三天后
来拿吧。”

么富江感到很意外，没想到欧阳
教授答应得这么痛快。走时，他试着
把带来的鱼肉罐头留下，欧阳教授说
什么也不要，么富江只得又原封不动

地带了回去。
三天后，么富江按约定时间去了

欧阳教授家，教授热情地接待了他，
并把写好的字递给他。么富江展开
一看，教授还真为自己写了一首诗：

“钦仰先贤师武训，惠培后学育文
遒。甘将一己离乡馆，俯首蒙童自作
牛。”

诗的落款是：为富江老师赞，中
石。

么富江迷惑了，问欧阳教授：“我
是您的学生，您为何称呼我为老师？”

欧阳教授回答：“你为家乡、为人
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要向你学习，
向你致敬！以后有什么事只管来找
我！”

之后，么富江成了欧阳教授家里
的常客，每次进京都要前去拜访。教
授还就办学一事给么富江出主意，提
出搞一次书画展可能更容易筹措办
学资金，并亲自题写会标：富江兴学
墨迹收藏展。

么富江知道，欧阳教授的字价
格不菲，可是，他给自己题字却分文
不收，真是对办学的极大支持。

季羡林当办学顾问

季羡林学贯中西，做人和做学问
都堪称一流，被人们尊称为“国学大
师”“学界泰斗”“国宝”。

季羡林老家在临清，与么富江的
老家冠县紧挨着，二人同属聊城老
乡。么富江在北大求学期间，就想利
用这层关系拜访季老，寻求他对办学
事业的支持。

么富江的宿舍位于北大燕南园，
季老住在燕北园 ，相距仅 1000 多
米。一个周末的下午，么富江带着
刊登其办学事迹的报纸敲开了季老
的家门。

那天季老正好在家。么富江连
忙自我介绍说自己是聊城老乡，现在
北大学习。季老一听，很是亲热，忙
着向么富江打听家乡这几年的变
化。过了一会儿，么富江把自己带的
报纸递给季老。季老看得很仔细，看
完后，对么富江办义学的行为予以高
度认可，同时又提出了几点建议。两
人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之后么富江又到季老家去了很
多次，每次二人都相谈甚欢。

一次，么富江开玩笑地对季老说：
“人们常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我都听您不少于十席话了，是不是就
胜读百年书了？”

季老听后一阵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么富江邀请季老担任

自己创办学校的顾问，季老满口答
应，过了一会儿又补充道：“给你当顾
问可以，我是顾得上就顾，顾不上问
就不问了。”

说完，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1992年2月，季老听说么富江要

在老家举办“兴学墨迹收藏展”时，不
但把自己的一幅书法作品“千古一
丐，柳林腾辉”寄过来，而且还随作品
寄来一封信，信中大致表达了三个方
面的意思：一是对这次举办展览表示

祝贺，二是表示对武训先生的景仰
之情，三是谦虚地说自己的书法作
品难登大雅之堂，简直是“赶鸭子上
架”。

么富江用八个字评价季老：憨
厚，朴实，幽默，风趣。他说，季老的
学问、人品都是一流的，是自己学习
的榜样。

臧克家破例题字

么富江在北大求学期间，结识了
北大书屋总经理、中国楹联学会副会
长谷向阳，么富江经常向谷向阳请教
诗词和书法艺术。

一次，二人闲谈时，么富江表露
出想找名人题写校名和题词的意思，
谷向阳说：“这个好办，臧克家是我很
尊敬的一位师长，我们经常联系，他
看在你办义学的面子上一定会给你
写的。”

臧克家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
家，他写的《有的人》广为人知，曾写
过许多介绍武训先生的文章。

“不过，臧老年龄大了，不喜欢生
人打扰，要不你把介绍自己办学事迹

的报纸找几份，过几天我去看望他，
顺便请他题字。”谷向阳说。

么富江没想到自己今生还能和
臧克家取得联系，急忙答应了。

大约一周后，谷向阳兴冲冲地拿
着两幅作品找到么富江。么富江大
喜过望，展开一看，一幅是臧老题写
的校名“么富江小学”，一幅是写给自
己的对联：“春风无私催桃李，好雨有
情育英才。”

“臧老看到你的办学事迹很是激
动，连说：‘没想到冠县又出了一个小
武训！’他年龄大了，一般不给人题
字，这次破例为你题了一次。”谷向阳
告诉么富江。

么富江很是感动，一面感谢臧老
对自己办学的支持，一面暗下决心，
决不辜负臧老的期望，一定要把学校
办出名堂来。

么富江表示，在与这些文化名
人的交往中，自己学到很多为人处
世的道理。也正是在与这些名人的
交往过程中，让自己有了更为深厚
的文化积淀与学识素养，激励着自
己一路前行。

（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