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家大漠的自在生活

认识大漠有多久了？我已
记不清。大多时候是不联系
的，只是说不定哪天就突然交
上火，彼此“恶言相向”，互揭
短处，恨不得把对方攻击得体
无完肤渗出血来。但是我知
道，大漠的心是善的，不时会
想起友人，与我分享书法艺术
创作的乐趣。也是由于彼此毫
不留情面地揭短，各自看清自
己的弱点，一点点去完善自己。

前不久大漠寄来书法作
品一幅，我贴在墙上，对着看
了半天，有俩字就是不认识，
于是打电话向他讨教：写的字
别人都不认识，你还写个鸟
啊？！大漠就在电话那端呵呵
地笑，笑起来嘴巴漏风似的。
其实，品读大漠书法作品，无
需去认清到底是什么字，一如
钟繇的作品，连启功先生都认
不全，但是却不妨碍我们久久
赏读，不忍离去。

大漠玩的是草书，到底是
兰草呢还是狗尾巴草？就看读
者的审美需求和切入点。依木
心看来，大漠书法既有兰草的
幽姿和秀雅，又有狗尾巴草粗
疏、率真之美和旺盛的生命
力。大漠草书，其实就是一根
绵延的线条而已，却充满气势
与张力，内蕴无限力量，所谓
化骨绵掌是也。它的飞白、虚
实、浓淡、干枯变化，让你觉得
透明，让你觉得扣合紧密，像
是游龙映在洁白的窗纱，让你
屏息而立；又如嵌入青铜器的
乌金丝，让你瞪圆眼睛惊叹。
只不过是白纸黑字而已，却让
人在赏心悦目的同时，感受字
里行间的铮铮铁骨。

中国书法的潇洒之美、中
国美学的雍容气度，只需一条
线，便演绎得如此完美！如此
小有成绩的大漠，按说应该发
奋图强、笔耕不辍，可是他却
整天吃喝玩乐、自在逍遥。偶
有联系，他不是在与狐朋吃
酒，就是在与狗友喝茶，还美
其名曰雅集。我嘴上虽然是在
骂他，大漠你整天不务正业
啊，其实我了解大漠，正是在
与友人的交流中，大漠的真性
情得到充分的释放，逐渐提升
自己。

品读大漠作品，也许会在
其书法的气势中感觉他是一个

狂傲之人，而在吃酒喝茶的闲
聊之中，慢慢品味出大漠其实
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总是带
着淡淡的笑意，隐隐地透出丝
丝傲骨而已。这种谦虚来自于
他的大智慧，也因为他的这种
大智慧他才有那么大的气场，
吸引了众多热爱书法艺术和传
统文化的友人聚在身边，把酒
话桑麻，在吃酒喝茶的世俗之
中品味艺术的真谛。吃酒喝茶
的嗜好之外，大漠喜欢四处游
走玩乐，忘情山水，接纳大自然
的钟灵神蕴，滋养艺术之心，君
子爱美，赏之有道。

有时候我极想骂大漠，好
好一个人，不好好写字，却偏
偏要去做紫砂壶，把自己写的
字烧在壶上；还去做挂历，去
印文化衫，他自己夏天穿的背
心，肚子上全是自己写的字，
我说你不好好写字，到处忽悠
个啥啊？你以为把字烧进紫砂
壶就永垂不朽啊？！他依旧是
嘿嘿笑，并不做解释。其实我
知道他就是为了好玩，只是不
骂骂他就好像不是哥们。

然而当我坐在桌前翻开
书，再泡上一壶茶时，手里握
着那饱满的紫砂手壶，暖暖
的，忍不住再看看壶上飘舞的
大漠书法，禁不住感叹中国艺
术的完美融合——— 茶、茶壶、
书法，中国文化就是这样在生
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浸染我
们。而我们民族艺术的情结其
实并不是非得在书法展上、在
画展上才会拧得更紧，它就是
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渗透给
每一个人。如此说来，大漠其
实做的都是好事。

大漠书法之美并不在于
他如何精湛的技法，或者也不
在于他如何巧妙的构思，而是
体现了大漠作为一个书法家
内在天然旨趣的流露。沉溺于

“吃喝玩乐”世俗生活中的大
漠，书法作品也充满玩乐的味
道，不拘小节，却彰显出他为
人为艺的情怀，有傲骨，可是
无傲慢。

写到此，不免又想象，身
处京华的大漠，此刻是否又在
吃喝玩乐？

蛤李木心（陈传席弟子，
艺术评论家）

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艺艺在在其其中中

原名刘中诚，斋号一苇草堂，河北南宫人，定居北京。现为中国狂草艺术研究学会
会长，《中国美术市场报》副社长，河北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扇子学会江苏分会名誉
主席等。曾出版《学书碎语》、《过图云烟录》、《大漠诗文书法集》、《大漠书法艺术集》等
个人专著,在各大报纸杂志发表诗歌文章十余万字,并编辑教辅类图书多部.。

大漠专攻翰墨二十余年,旁涉儒释道经典，喜收藏古今典籍，精于鉴赏。书法以草
书见长，大气磅礴，浑厚天然。一笔龙作为专利被海内外人士赞扬。中国书协主席张海
先生曾亲笔题写"大漠书法艺术"；国学大师文怀沙也挥毫为作品集题写书名。山东教
育电视台对他的艺术成就做过专题采访和报道。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漠参加和
组织了近百次国内外大展，并多次为灾区和贫困山区组织参加义卖义捐活动。曾在人
民大会堂参与组织了两届五老公益书画义捐活动；在延庆千家店组织千人书画晚会
捐献活动；百米长卷书法作品的所有拍卖款项，全部捐献给当地敬老院。其作品被中
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及韩国、日本等各地多家艺术馆、展览馆、收藏家收藏。

◇大漠

曾经做了十几年的作家梦，草稿留下几麻袋，倘若现在还能写
段文字的话，我不得不感谢曾经有梦的岁月。退而求其次我选择了
书法这个载体。

我感谢曾经的机缘，让我走进了书法这个神秘和充满诱惑
的艺术领域，在每一次困难和彷徨的时候，总是遇到意想不到的
援助，在每一次创作激情迸发的时候总是像神助一般，获得难以
形容的奇迹。每一幅对我来说成功的作品，或是精心的创造或是
偶然的灵感，那刹那间的光辉，往往是我自己重新拿起笔都无法
再超越的。正是在五年前，我灵光一现，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毫
不吝惜的把一张存放几十年的八尺老纸铺开，那就是我那个“龙”
的诞生。我自己都震惊了，几年来有上百家媒体报道，上万个包装
用了这个图案，无数文友作诗文赞誉。我自信这不是偶然的灵感，

这是多年来对中国人这个原始图腾的理解，孔子喻老子为“其犹
龙乎”，煮酒论英雄上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传统意义上的
龙“神龙见首不见尾”。在今年的元旦那一天，这个“龙”以放大成
二十米的巨型荧光屏，在京城二环边火车北站亮相，我在此感受
中国文化的魅力，感受与书法这个载体的完美结合，感受这个强
大的气场，感受老祖宗留下的巨大财富，感受，我再一次的感受。

几年来心依然平常，常常把自己关起来，闭门谢客，“光
阴一刻君勿扰，风华千年我问心”，这是我的自白，无论是
问心，问天，问道都是我常写的语言，目的是让自己置身
于大自然，倾听宇宙之声，感悟天籁之音，“放开俗物，收
住本心”，多感悟一分就多一份智慧，才能不负我心，不负
支持和帮助我的人们。

葛大漠独白

▲与文怀沙先生

③

①

②

①紫砂寿盘 直径60cm

②一笔龙 200x120cm

③读书千载经纶事

④风云三尺剑

⑤青条不语抱幽贞 55x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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