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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张传旭，便有似

曾相识之感，待说起话来，还

真见过。他提起多年前在山东

教育学院进修的时候，曾听过

我的讲座，留下过较深的印

象。朋友向我介绍，他已作为

山东第一个书法博士被山东大

学引进了，现在山大艺术学院

任教。我寻思，若是当年在教

育学院进修的话，应该是中小

学教员，几年不见，即学业有

成，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单

是这样的经历，即让我顿生敬

重和亲切之感。

同是沂蒙山人的关系，此

后又多次相聚。他中等个头，

人很白净，眼睛很大，但戴着

眼镜，言语不多，却很有见

地，脸上的表情始终憨憨的，

还有些腼腆和羞涩。看上去就

是个普通教师，一点也不像艺

术家。我的印象里头，真正的

艺术常常是那些不像艺术家的

艺术家们创造出来的，这是个

学者艺术家定了，故而又生出

些钦佩与亲近之情。

侍稍稍熟悉之后，我便知

道传旭个人成长的经历，与那

个时代一般农村孩子奋斗的经

历差不多，也是为了提早弄个

非农业人口的户口本，初中毕

业即考了师范。至今他仍然认

为，师范教育是素质教育最好

的模式，不分文理，音体美全

面发展。师范毕业后，他被分

到一所中学任教，有了更多练

字的机会与时间。他一边上着

大学的中文函授，一边开始练

字。他练字可不像一般人一样

跟那些地方名人学，而是到书

店买来一套上海书画出版社出

版的，当时被认为是最全面最

权威的书法教材——— 《书法自

学丛帖》，上来就照着它临

摹。这套书共九大本，分正

书、行草、篆隶三部分，把王

羲之、王献之和苏、黄、米、

蔡，颜、柳、欧、赵等历代名

家的书法经典都囊括了。他就

用透明纸将它们描成中空字，

再大量复印，而后用毛笔一点

点地将它们填满。这种方法看

上去很笨，却将基本功打得很

扎实，特别将它们的细节把握

住了——— 说到不要轻易跟地方

名人学，上来就要学经典的话

题，我感同身受。想我刘某人

学拉二胡几十年，一直没什么

长进，三把以上的就拉不准，

永远不敢独奏，就是吃了地方

艺人和名人的亏。这套丛书让

传旭受益匪浅，他悉心研究、

仔细揣摩与临摹多年，待他考

上书法专业的研究生时，同事

们都很吃惊，这应该就是个中

的缘由与秘密了。

他对传统文化似乎比对书

法的本身更加重视，更加用

功。他用 5 年时间学完了中文

本科的课程，又用两年的时间

专门进修了英语——— 哦，他第

一次在山东教育学院见到我的

时候，应该就是做这件事；再

凭着书法上扎实的基本功，

1 9 9 6 年终于考上了首都师范

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的研

究生， 1 9 9 9 年他又以优异的

成绩考上了博士。他告诉我，

在首都师范大学跟欧阳中石先

生读书的六年，收益最大的是

把书法往文化里放，强调从其

它学科里吸取营养，如文学、

历史、美学、哲学等，这些都

是欧阳中石先生思想的精髓。

为此，他还经常跑到北大，旁

听文字学、美学、古典诗词等

课程。

与传旭交谈，可以享受文

学与艺术创作理念相通的愉

悦，比方，他崇尚书法是中国

文化核心之核心，是人格修养

与传统文化精髓的自然流露，

是内在的，而不是形式的；是

文化的，而不是技术的；是文

人的，而不是工匠的；是人格

化的，而不是美术化的，因此

将书法放到美术学院是不合适

的，而应放到传统文化里面

去；比方，多思比多创重要，

没想好就写，只能巩固自己的

缺点；多学比多创更重要，埋

头或急于独创，只能是无源之

水或不伦不类等等，这些想

法，当然有欧阳先生的启发，

也可看出他是个好学深思的

人，不肯盲从于一般流俗之

论。与之交谈，还可以感受读

书与创作理念上的启示和领

悟，比方，我前面提到的上来

就要学经典，而不要轻易跟半

吊子名人或艺人学；要将传统

文化融化到血液里面去，书写

只是它的溢出与流动，而不要

故作个性与风格，等等。

有人凭着天资聪慧，或者

就是我们常说的某种爱好与特

长成为一个艺术家，也有人凭

藉后天的努力，或者干脆就是

发挥余热，歪打正着，取得些

许成功。我很少看到像传旭那

样将书法作为一种生命价值的

实现和文化追寻的自觉全身心

地扑向它的艺术家！看他写

字，那墨黑的笔迹，仿佛就是

他血液的流动，是智慧的溢出

与流淌，真正是源于雄厚文化

积淀的一种创造活动，一种追

寻和神游，飘逸、潇洒，洋溢

着浓浓的书卷和儒雅之气！

我更加看重与欣赏传旭在

事业上的清高与孤傲。朋友说

他的书法对时风超然与疏离，

不屑于遵从名利场的逻辑来看

待书法，远离当下的书法圈

子。书法对他而言只是一种精

神自娱和遥慕古贤翰墨运思的

方式，这就使他少却了一种以

书营利的汲汲惶惶，而多了一

种心定志闲和心无旁骛的书法

自守；他对清人的隶书也极为

不屑，有“邓石如太俗、何绍

基太做、伊秉绶太匠、赵之谦

太油”的隽语——— 我都特别认

可和赞赏，这样的自信与自

觉，恰恰也是当下一般文人所

缺失的。

传旭已步入中年，这样的

年纪越来越感到人生的诗意。

近日与他一起参加一次采风活

动，蓦然发现，传旭于儒雅与

严谨之中，不时地会流露出孩

童般的稚气与俏皮，他像儿童

一样满目新鲜，像老农一样终

日劳作，就凭着这一份毫不掺

假的淳朴与执著，一步一步走

向了成功。

书法传承着中国文化之精

髓，传递着传统文化之魂灵，

传播着民族精神之灵光，非灵

手不能为也！传旭传旭，你就

是一个书法灵手！

(本文作者系著名作家、山

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张传旭简介：
山东莒南人。 1996 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

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1999 年获书法专业硕士学
位， 2002 年获博士学位，师从欧阳中石教授。
现任教于山东大学艺术学院，任王羲之研究所所
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发表论文 30 余篇，出版
专著 3 部，主编、编写各类书法教材 20 余种，
出版个人书法作品集《青李集》、《清风徐
来》。中央电视台、《新华文摘》、《文艺研
究》、《中国书法》等媒体均对张传旭的书法创
作、书法研究进行过报道与专题介绍。

书 法 灵 手 张 传 旭
□ 刘玉堂

学教汇报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学记》 欧阳中石先生题字

夫惟大雅名千古 所谓伊人水一方

王维《观猎》 《道德经》选抄

杜甫《望岳》

曹操《观沧海》 本版作品除署名外均为张传旭先生作

《南风歌》

由山东大学、山东省文联、山东省书协主办的“山东大学张传旭师生书法展”将于 11 月 16 日上午 10 点在
山东省博物馆旧馆(济南市经十一路 14 号)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