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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版铸《四书》，古今第一部

王王友友谊谊和和他他的的《《铜铜版版大大篆篆本本““四四书书””》》

王 友 谊 工 作 室

1949年6月生。汉族，北京平谷
人。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本
科。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
会委员，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
书协培训中心教授，政协平谷区
委员会常委。2005年首都劳动奖
章获得者。其书法作品入选新加
坡第一届国际书法大展、北京第
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北京国际
书法邀请展，2003年南韩世界书法
双年展，1999年日本20世纪书法大
展、1998年法国巴黎中国书法艺术
大展，并多次在全国书法展中获
奖。全国第四、五、七届全国书法展
中作品入选并获奖，第六届全国书
法展入选。全国第三、六届中青年
书法展入选，全国第四届中青展
获奖；全国第五、七、八届中青年书

法展评委，全国第九届书法展评
委。《中国书法》、《书法》、《美术研
究》、《书法之友》、《荣宝斋》、《十方
书道》、《书法文献》、《书法报》、《书
法导报》、《中国书画报》等多种报
刊进行专题介绍。北京电视台《北
京人》栏目、北京电视台财经频
道书画名家栏目、中国教育电视
台《艺坛之子》栏目为其作专题
介绍。其作品被中南海、国家博
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
收藏。出版有《大篆基础入门》、

《联语书法篆书卷》、《篆书基础
教程》、《篆书实用章法》、《篆书
字帖》，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
心教材《篆书》以及《当代书法家
精品集-王友谊卷》、《王友谊书
法作品精选》、《大匠之门·王友
谊书法作品集》》、《中国最具学
术与市场潜力书法八家·王友谊
卷》、《大家之行》等。2007年至2010

年，利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国学经
典《四书·王友谊大篆写本》的创
作，并由中国线装书局正式出版发
行，全书4函24册，计六万七千余
字。同年，还出版了《说文解字叙·
王友谊篆书写本》，并主编《歌咏平
谷诗文集》。2011年紫铜版《四书·
王友谊大篆写本》工程竣工。中国
书法院《翰墨千秋》院展。2012年上
海书法杂志《寻找优秀范本三十家
入选并刊专题。《契文斋藏印》十五
卷本由西冷印社出版社出版发行。

其中含《道德经·
王 友 谊 大 篆 写
本》印谱一卷《道
德经》印谱四卷。

《心经》印谱五
卷。《佛说吉祥
经》印谱一卷。

《梅花诗赋》印谱
一卷。《佛选像·
天干地支》印谱
一卷。《自用印》
印谱二卷。《三字
经·王友谊大篆
写本》由山东美
术出版社出版发
行。同年作品被
选入全国首届当
代书坛名家系统
工程“三名工程”
书法展。并荣获
中国书法领域最
高奖—兰亭艺术
奖。

王友谊是当代篆书的领军人物，
去年1月，他被《中国书画报》评为2011

年度中国书法十大年度人物，6月份
又在《书法》杂志开展的“寻找三十家
优秀范本活动”里名列其中。这些殊
荣对于一向不事炒作和宣传的王友
谊而言，诚乃名至实归。

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中的核心，
是最具东方性、民族性的独具特色的
艺术形式。在书法创作中，民族优秀
文化经典篇章历来是书法的根基和
表现主题，民族艺术的精神是书法创
作的灵魂。纵观历代碑帖和各种形式
的书法作品，虽不乏传世的经典之
作，但以篆书形式完整地打造传统典
籍，称得上是精品巨制的实不多见。
2011年初，4函24册《四书·王友谊大篆
写本》由中国线装书局正式出版发
行。四种不同风格大篆长篇巨帙《四
书》，抄录在三十六册册页之上，计六
万余字，再现和还原了历史本真的书
写面貌。42位书法名家、古文字学家
为这套大篆《四书》写序题跋。《大
学》、《中庸》、《论语》、《孟子》是春秋
战国时期孔、孟及其弟子著书立说留
下的儒学经典，清著名学者、金石家
吴大徵用大篆写了《四书》中的《论
语》，民国李准写了《四书》中的《大
学》、《中庸》。王友谊凭借深厚的古文
字学功底，耗时三载完成了书法史
上第一部完整的大篆《四书》写本。
它的完成对于儒学书法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2010年还出版了小篆长
篇巨著《说文解字叙·王友谊篆书
写本》，该书原作已刻制成木简永
久陈列于许慎文化园内。王友谊殚
精竭虑，填补历史空白，为当代书法
史增添了闪光的篇章。

尤为难得的是，王友谊不顾众人
的劝阻，自己投资数百万元委托国内
最权威的上海紫铜艺术机构加工精
工铸造了令人叹为观止、足以传世万
载的紫铜版《四书大篆写本》，其以复
兴传统文化为己任，为后世继绝学的
奉献精神令人感佩。

这套紫铜版《四书大篆写本》重
达近八吨，全部以高纯度的紫铜制
作，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具有独家专
利的加工工艺，完美再现了原作风
神。较之传统的工艺而言，这套紫铜
版四书的制造有质的区别和飞跃，
高科技的现代工艺加之王友谊现场
指导监督，把原作的笔神墨韵表现
的淋漓尽致，以此为母本制作出的
拓片，其效果较之传统木板水印更
胜一筹，可在展陈的同时，长期制作

极富收藏价值的拓本，作为延伸的
高端文化礼品。因此，此紫铜版完成
之后，已有多家富有远见的文化园
前来洽商专门建馆陈列展示事宜。
笔者也曾推荐给一些文化企业，均
表示出较高的兴趣，王友谊个人则
认为，如长期陈列与孔子故里或其
它文化底蕴丰厚的地区较为合适，
更利于发挥功效，使后人更好的了
解中华先哲优秀文化思想和篆书艺
术的神奇高古之魅力。

李学勤教授称王友谊的作品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宇信先
生则认为，“王友谊的篆书，不管是
开始，还是现在，基本没受当代人的
影响。从而赋予大篆艺术以新的生
命。”王友谊的《四书》写本之所以获
得了如此广泛的赞誉，这同王友谊
先生浓郁的经典情节和人文情怀有
分不开的关系。浸淫传统多年赋予
了其书法艺术新的生机，使得其作
品既有古典气韵，又流露出作者自
由浪漫的唯美追求，直达笔情墨趣

精微奥妙之灵魂，气韵格致跃然纸
上，在宁静端庄中见运动的节奏，能
给读者展陈出一许率真、自然、凝炼
的古雅内美。

王友谊以篆书名世，他对甲骨、
石鼓、秦篆、汉篆、清篆等书风均有
系统的研究，凭借其对三代秦汉之
气的深刻感悟，他以古为帜，借古开
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篆书面貌。他
的篆书作品古奥、雅正，气象纯出天
然。早在新千年之始，他以枯笔作
篆，气势磅礴，无所顾忌的穿插与任
笔为形的粗细交叠笔法，构成了其
篆书创作的恢宏格局，也引起了书
界的震憾。王友谊在篆书领域的突
出成就，加之历时三年之久、殚精竭
虑的创作，为这部前无古人的铜版
四书带来了不可复制性的巨大艺
术投资价值。中华经典文化的传承
与弘扬，需要一种理想的载体，更
需要王友谊这份执著的守望和虔
诚的奉献精神，他也正是在这种守
望与虔诚中不断完成着对自身创
造境界的超越。 (文/辛民)

▲《四书》·《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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