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法法已已成成为为他他每每天天的的必必修修课课
菏泽刘德举入选中国书协会员，“以后练好书法，在理论上再做东西”

写对联，让他与书法结缘

刘德举对于书法的记忆，
首先来自于春节时爷爷让他写
的对联。

“我是家中第一个识字的
人，以前每到春节家里都会找
人写对联，在我上小学一年级
时，爷爷就开始让我写，当时对
书法没有任何概念，也是初生
牛犊，提笔就写，爷爷也不再为
写对联而求人，当时就感觉很
自豪。”刘德举说，虽然当时只
是信手涂鸦，但爷爷很骄傲，还
经常给邻居们说家里的对联是
他写的。

据刘德举介绍，他上初中
时，语文老师都是用毛笔批改
作业，数学老师也写了一手舒
同体字，“看着老师漂亮的字
体，我很羡慕和钦佩，当时就想
以后也要好好练习书法，把字
写得和老师一样漂亮。”

初中毕业后，刘德举光荣
参军，在湖北当空降兵，后又做
了两年的通讯报道员，“当时喜
欢上了隶书，没有字帖就从旧
报纸上剪取，没有毛笔就用钢
笔，或者沾清水写，那段经历对
我的写作和书法颇有益处。”

日前，已过花甲之年的刘德举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我的书法情愫是由我爷爷开启的，之后就没再与它
分开过，从隶书到瘦金体，不变的是我对书法的热爱。”谈
起自己与书法的情愫，62岁的他总有说不完的话，“书法是
有厚度的，它是文化的传承，而现在练习书法已成为我每
天的必修课。”

刘德举常说：“文凭不等于水平，有证不等于水平高。”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他毅然踏上求学之旅，参加了书画篆
刻艺术研修班，以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

从隶书到瘦金体，对书法的热爱不减

1983年，刘德举去山大干
部专修班学习，“算是圆了自己
的大学梦。”但他对书法的热爱
却从未停止，并在此“有幸认识
了书法篆刻家蒋维崧先生”。向
他请教书法相关问题，并遵照
他“学自己喜欢的字体，临自己
喜欢的帖的教诲”。刘德举更坚
定了自己学习隶书的决心。

2005年之后，刘德举开始
了自己真正的学习书法生涯。
受蒋维崧先生教诲，他决心从

汉隶学起，“在章法处理上隶书
随意，特别是隶书具有古朴典
雅之美、浑厚苍劲之风。到西安
拜观碑林、到洛阳拜观龙门石
刻，到山东泰安拜观碑刻和泰
山石刻，到莱州云峰山拜观郑
文公碑等，感受古人书法高妙
的同时，也被富有韵律的笔法
线条所陶醉。”

在学习隶书期间，刘德举
还对书法理论进行研究，他写
的《书法和足球世界杯》被中国

入选书协，“是肯定，更是挑战”

近日，刘德举入选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对于一个年过
花甲的人来说不仅是鼓励，更
是肯定。“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对我来说更多的是挑战，
以后还要学习更多书法知识，
以提高自身水平。”

现在刘德举每天都会练
习书法，它可以修身养性，更
是一种性情的流动。“在练习
书法上，家人对我支持很大，

有时吃完饭我准备收拾家务
时，妻子就会说：‘我来收拾，
练书法是正事。’这让我很感
动。”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但为
学习更多知识，提高自己书法
水平，刘德举毅然踏上求学之
旅，今年5月份参加了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中国书画篆刻艺术高
级课程研修班，“每两个月集中
学习一次，每次为4天，与全国

各地书法家交流，也是一次学
习的机会。”此外，他还于2012
年底开始在菏泽书法艺术研究
会学习。

当记者问到以后在书法上
有何发展时，刘德举谦虚地说，
书法是有厚度的，以后练好书
法，在书法理论上再做东西。

“现在书法已成为我每天的必
修课，铺开纸，拿起笔，尽情挥
洒心中的内心世界。”

书画报刊登，《当代隶书审美特
征研究》获得了由中国书协理
论部颁发的中国书法杂志优秀
奖等。

2012年，刘德举开始练习
瘦金体，“记得有次晚上吃过饭
遛弯，在地摊上淘到一本宋徽
宗的《瘦金体千字文》，瘦金体

是字中的正人君子，不藏奸。从
此以后开始由隶书向瘦金体发
展，但不变的是对书法的热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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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文化的土壤 精神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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