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览万物于胸中 潜万象于笔端
—— 任波涛书法艺术欣赏

艺术简介

任波涛 汉族，1969年11月出生，陕西

省兴平市人，研究生学历。中国文人书法

家协会理事、西南将军书画院理事、陕西秦

风书画院名誉主席、陕西天人书画院副院

长、陕西书法家协会会员。

毛笔书法自成一体，风格清新俊朗、典

雅大气。在《青年文摘》《艺术主流》《中国

书画鉴藏》《收藏快报》等刊物上发表书法、

散文作品190余（幅）篇。先后被授予“百名

中国书画名家”“国家文化传承人物”及“中

法人民最喜爱的艺术家”等荣誉称号。

作品曾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展览馆、北京保

利国际会展中心、北京上上国际美术馆、山东青

州美术馆及日、韩、新、法等国展出，多幅作品被

官方机构作为礼品赠送日本、韩国、英国、法国、

新西兰、迪拜、柬埔寨及中国台湾、中国澳门等

国家和地区政要，被国家邮政总局、北京西郊机

场、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和香港卫视等收藏。

出版《走近书画家丛书》，个人简历入编《中

国书画辞典》《中国收藏》《中国诗书画档案》及

《陕西文化名人大辞典》等。本人曾被央视书画

频道及凤凰网、光明网、腾讯网、新浪网、今日头

条、一点资讯等200多家媒体报道过。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世事如落花，心境自空明 王维·《山中》

虞世南·《蝉》 静赏繁华

静能生慧惠泽万物自胜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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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国之

时下的中国，很多有小孩的家庭，都有一种巨大

压力：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为此，不计代价，不

遗余力，男女老少齐上阵，忙得晕头转向，精疲力

竭。应当如何对待孩子“起跑线”输赢问题？我的老

战友老屠的儿子及其他一些中外名人的经历，颇能给

人启示。

老屠的儿子小非自幼干什么都比别的同龄孩子

慢，而且显得傻、楞。自上幼儿园起，他爹妈便开始替

他给老师作检讨，并且一作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初中

毕业。小非所犯的“过错”，无非是在老师讲话时爱插

嘴、听课不专心爱逗其他孩子玩、做作业马虎之类。

从上幼儿园到初中毕业，小非都被老师们视为“无可

救药”的痴顽孩子。初中一位班主任老师曾对老屠

说：“你这儿子在全班智商最高，可惜就是不专心学

习，谁都拿他没办法！”

离中考还有3个月时，小非在小学摸底考试中成

绩排在全年级70多个学生中的前50来名。填报中

考志愿时，起初老屠给儿子报了一所区重点高中作为

第一志愿（不敢报市重点），第二志愿是儿子喜欢的北

京市行政管理学校（培养公务员的中专），第三志愿是

儿子的母校。不料，当爷儿俩兴冲冲去交志愿书时，

半路碰到小非的年级主任，她刚听完老屠讲前3个志

愿，就毫不客气地说：“别开玩笑了，你这儿子能考上

区重点高中？我劝你赶紧去把行政管理学校改成第

一志愿，将我们学校改为第二志愿，如果人家不要他，

我们母校还能兜底……”被说懵了的爷儿俩，只好按

年级主任要求，重新填了志愿。谁知，小非经过最后

3个月努力，中考考了520多分，排名班上第五、年级

第十三，完全有资格上区重点高中。这个天分极高的

“慢”孩子，就这样永远失去了上高中和通过高考读大

学的机会。

小非上中专后一直表现良好，毕业时被老师力荐

到北京市某区人事局上班。后来，在他爸爸的支持下

辞职下海，去李嘉诚公司当了人事经理，25岁就管理

上千人。因表现不俗，被老总赏识，两年后，他又被调

到一家网游公司“救火”，担任运营主管，负责改变公

司业绩不佳状况。之前，老总连派多名科班研究生、

博士生上阵均未奏效。小非上阵一年多，就使公司业

绩在全国260多个同类企业中排名第一。老总高兴

之余，奖励他30万元换小车。

当年面对明显“输在起跑线”的儿子，老屠的态度

是：“尽管老师们都替我儿子着急，我却并不怎么急，

因为我知道自己儿子不笨，品行和健康也没有问题，

相信他的优势迟早会显示出来。”

本人以为，老屠对孩子“起跑线输赢”的见解是正

确、有远见、富于智慧的。古今中外有大作为的杰出

人物，并不全是靠“赢在起跑线”上。有不少人都是

“输在起跑线”上的大器晚成者。唐朝诗人陈子昂“年

十八未知书”，此后突然省悟闭门谢客攻书，24岁便

中了进士；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的北宋苏洵，27岁开

始发愤攻书，年近40岁才学有所成；吴成恩前半生碌

碌无为，50岁开始写《西游记》，80岁方大功告成；华

罗庚初中数学考试曾不及格，后来成为世界著名数学

家；爱因斯坦上中小学时被老师们视为“无可救药的

笨蛋”没人愿教，后来成为20世纪人类科学泰斗；近

40年来个个“赢在起跑线”的中科大数千名“少年天

才”，毕业走向社会后鲜有科技、商贸、金融、文学等领

域的领军人才；德国儿童很少接受学前培训，而德国

获诺贝尔奖人数始终在世界三甲之列；世界田径赛场

众多起跑快的选手往往输在中、后场，牙买加“黑色闪

电”博尔特经常是先慢在“起跑线”后快在中场线、终

点线……古今中外不胜枚举的事例生动说明：漫漫人

生数十年乃至上百年，谁家的孩子如果真是能成器的

料，根本没有必要刻意督促他（她）去赢什么“起跑

线”，中程、后程发力冲刺完全不晚；如果不是那块料，

起跑冲得再快，最终还是会落伍。时下家长们一窝蜂

带孩子“冲起跑线”，实质上是一种被误导的盲动、短

视行为，无论对孩子、对家庭、对国家都弊多利少。

“起跑线”输赢之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