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玩沙子玩出一手“沙书”绝活
莱阳市瓦匠李波把普通的细沙玩出了花样，他的字也在网上火了

工地上可玩的太少 练沙书是“闷”出来的

12日下午，记者见识
到了老李的沙书手艺。他
在地上先铺上一张蓝色
塑料布，然后就开始了书
写。他手搓细沙，不断扬
撒，不经意间就在地上呈
现出了“乱石穿空”四个
飘逸的沙字。

老李告诉记者，他上
小学时，有一个老先生看

到他写的字后觉得很不
错，就鼓励他练习书法，这
一练就是近40年。“自打开
始练习书法后，一天不动
笔就发慌。”老李说，他现
在已经离不开书法了。

老李高中毕业后就
回到了家里，之后游走于
各个城市之间干瓦匠。工
地上平常的娱乐项目有

限，再加上没有练习书法
的工具和地方，可把老李
憋闷坏了。

有一次，他随手搓起
一把工地上的细沙，谁知
道一扬撒，竟在地上呈现
出了几个字，看着还挺漂
亮，可把老李高兴坏了。
老李当时就想，以后终于
可以继续练习书法了。

木匠看中他的手艺 想拉他做生意

“从小学到高中，班里
的黑板报都是我写的。”说
起这个，老李显得有些兴
奋。老李告诉记者，他打小
就写字比较好，在学校也
小有名气。至今，只要同学
一提起他，首先想起的就
是他那一手漂亮的字。

2000年老李在青岛建
筑工地上干活。工地负责
人想立一块安全警示牌，
熟知老李书法的工友就推

荐了他。他先在木牌上浇
上油漆，然后用细沙在上
面写了“注意安全”四个
字，没想到效果还不错，警
示牌还有一种立体感，老
李当时的高兴劲就甭提
了。

虽然写沙书有20多年
了，但老李说他也是最近
才知道自己每天练的书法
真正名字叫“沙书”。

不知道沙书的真名没

事，老李在四邻八乡的名
头摆着呢。莱阳市当地的
一名木匠听说老李有这一
手好字后，曾找到老李想
和他一块做生意。

“他想让我用沙书的
手艺写字 ,装裱起来制成
门匾。”老李说，虽然听了
木匠的话也有些动心，但
是考虑到沙书难以装裱，
老李终觉不现实，婉拒了
木匠的好意。

受伤在家休息后“瓦匠”在网上火了

2 0 1 0年，老李因为
腰椎骨折在家休息。写
完字后，老李便把作品
放到了网上。

在百度书法吧上，
一搜索“一片冰心在玉

壶”，就会出现一些书法
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
统 一 署 名 为“ 乡 下 瓦
匠”。不错，这个瓦匠就
是老李。

面对网友们的评价，

无论是批评还是赞赏，老
李都会跟帖交流。老李
说，大家都是喜欢书法的
人，每个人的欣赏角度不
同，通过交流才能提高
自己的书法水平。

希望以后能写字维生

老李告诉记者，这
么多年来，写字也给他
带来了一些收入。由于
名气不胫而走，就有一
些市民向他求购作品，
一幅字卖100元左右，十

年下来，老李收入了一
万多元。

说到以后的想法，
老李告诉记者，他现在
身体不大好，在工地上
也只能干一些轻省的

活。他想等干不动了就
书写作品，然后摆摊卖
钱，或许到时候他的书
法作品就更值钱了。对
于这些，老李显得有些
憧憬。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手搓细沙，扬
撒之间就在地上化作一幅字，莱阳市的李波就有这样一手绝
活。现年50岁的老李是一名瓦匠，那他是怎么与“沙书”结缘的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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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波
在 家 中
写“ 沙
书 ”。
通 讯 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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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社社区区达达人人
秀秀””栏栏目目为为广广大大社社区区
群群众众提提供供了了一一个个展展现现
自自己己的的平平台台，，无无论论您您
是是身身怀怀绝绝技技的的绝绝活活达达
人人，，还还是是品品味味独独特特的的
时时尚尚达达人人，，只只要要您您有有
自自己己的的特特色色和和与与众众不不
同同之之处处，，就就可可以以参参与与
我我们们的的栏栏目目。。

如如果果您您或或者者身身边边
有有这这样样的的达达人人，，欢欢迎迎
拨拨 打打 本本 报报 热热 线线
996677006666，，也也可可通通过过新新
浪浪微微博博直直接接@@今今日日烟烟
台台来来推推荐荐和和参参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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