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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兰智，山东省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烟台市书法家
协会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
谈起为何走上了书画之路，
宁兰智说，是受到了老师的
影响。1961年，在宁兰智读二
年级时，受美术老师的影响，
喜欢上了画画，“当时老师在
黑板上画了一只大公鸡，他
画的活灵活现，我就希望有
一天我也能画出那样一只大
公鸡。”四年级时，受班主任
老师的影响喜欢上书法，“从
四年级开始我就跟着老师办
黑板报，后来干脆搬着板凳，
扛着黑板在自家门口也办起
黑板报。”宁兰智说。

1972年，宁兰智高中毕
业后，做了小学教师。工作之
余，宁兰智对书法的热爱依
然不减，每天给学生上完课
到临睡前的这段时间全部用
来临摹字帖，从那时起，他开
始对书法进行正规临帖训
练，从未间断。在做小学教师
期间，宁兰智曾经到荣成师
范学院进修，遇到了一位恩
师，从此，他对书法的兴趣大
增，甚至超过了对绘画的兴
趣。1974年，宁兰智考入山东
省轻工业经济管理学校学习
美术专业，走上了美术和书
法的专业之路。“自从来到烟
台之后，我的书法开始有明
显的进步。每天白天去写生，
晚自习时就临摹字帖，而且
每周还上两节书法课，那时
候最喜欢临摹欧阳询和柳公

权的字帖。”1985年，中国书
画大学建校，在烟台招了14

名同学去交流学习，宁兰智
也在其中，开始对楷书，行
书，草书，隶书，篆书进行系
统学习。“那时作业很多，但
无论如何都要完成每天的作
业，就算外出差也要带着作
业本。”

1991年4月，宁兰智被调
入烟台市书法家协会从事书
法组织工作及书法创作研究
工作。他说，进了协会之后和
自己练习书法有所不同。在
协会里要为整体着想，做好
整个协会的工作，不能只为
自己出作品获奖，要乐于为
烟台市的书画事业的发展做
贡献。

因为年轻时做过教师，
在共青团做过 1 0年团委主
席，接触的都是青少年，宁兰
智对年轻人有着十分特殊的
感情。“我希望能多为年轻的
书画爱好者考虑，培养新一
代的书画新星，实现书画事
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年
来，烟台市书法协会的队伍
不断壮大，形成了老、中、青
各个年龄阶层俱全的体制结
构，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加
入了书法爱好者的行列。

宁兰智对书法的热爱几
十年如一日，从不觉得枯燥。

“虽然画画有色彩，书法只有
黑白，但我自从接触书法就
没烦过。”宁兰智每到晚上和
节假日，就关掉手机在书房
里尽情的挥洒笔墨，进行书
法创作，“只要还能拿得动
笔，我就不会放弃书法!”

徜徜徉徉黑黑白白，，自自有有自自由由

北宋晁补之《鸡肋集》有
云:“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
法可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
中所独得。”宁兰智先生书出
二王,遍临唐宋诸家，于盛唐
褚遂良用功最勤所得亦最
多，真正领悟了褚书“字里金
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
丽多方”的真谛，成为当代书
坛极为少见的学褚大家。

宁先生学古而不泥古，
他把自己对于书法的深刻理
解凌驾于古人书法精神的理
解吸收之上，他个人的性情
思想傲然统御着外来的书法
品相，这就使他的书法能够
不断地随着岁月的增长而

“为道日新”。在宁先生的笔
下，褚的影子很重，但细看又
觉得完全不同，字形之中，字
行之间分明闪动着宁兰智自
己的影子。这分明是受到颜
真卿，米芾等人学二王的启
发，所谓学习二王，其实并不
注重对二王寸豪细微的学
习，而是注重对二王书法精
神的理解和发掘，让自己从

心境上接近古人和历史现
场。

对于宁先生，我们惊诧
的是他能游刃有余地驾奴着
这种理解而同时又不能全部
抛开所学之褚意，在一种开
合自如张弛有度的动感中进
行临摹和创作。

宁先生又把楷书，行书，
草书等各种字体都用他这种
独到的理解统一起来，达到
一种圆通的境界，使各种字
体的书写呈现出统一的境界
和气象。他甚至于把这样的
境界在篆刻，诗词和绘画等
各方面都如天女散花般全面
铺开，让人一见便情不自禁
的说这是“宁氏风格”。风格
的形成对于搞艺术的人说绝
非易事，尤其难得的是风格
形成以后还能不断发展变
化，不断增添美的因素，让人
能在对这种既成风格的解读
中常有所得所悟。

而这个问题又绝对离不
开宁兰智先生全面艺术修养
的化合作用。黄庭坚《跋东坡
书还景楼赋后》云：“予谓苏
东坡，学问文章气，发于笔墨
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
耳。”宁先生是典型的学者型
画家，除了书法，他对于诗词
歌赋，绘画，篆刻等各种艺术
门类都有所涉及，而且能时
有所得，并把所得在笔下很

好的表现出来。
宁先生好读书，他的读

书境界正如其字一样，能把
读者的所得随时按照思想的
支配化到自己所钟爱的艺术
领域，所以，其作品才能表现
出少有的书卷气，而他的书
卷气又是典型的温柔敦厚温
文儒雅的儒士情怀。宁先生
是个重感情的人，他的感情
潮水引着他艺术的思想不断
成长。长岛书协主席英年早
逝，宁先生为此伤心不已，在
其周年纪念时宁先生作《蝶
恋花》词一首，情之所动，泪
光盈盈，奋笔疾书，颗颗缀
珠，其作品尤可见其悲痛之
情。所谓“笔性墨情，皆以其
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
者，书之首唔也。”只有从心
头喷薄而出的艺术灵感才能
使其创作出令人感动的作
品。

宁先生很好地把自己的
情感以及各种艺术才华和学
问文章融合在一起，升华出
一种特殊的人文气息，并因
此而定格了他作为文人书画
家的超然气质和风格特点。

(此文节选自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
学术委员、山东师范大学讲
师 吕文明《诗书散怀，遍地
玲珑》)

诗书散怀，遍地玲珑
——— 宁兰智其人其书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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