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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个个书书法法展展，，义义卖卖作作品品助助学学””
只上过6年学的老许想让更多贫穷的孩子好好读书

退休后每天练字10小时
5年前，许致全到了退休年龄，

他的人生中心从工作转到了家庭。
随着儿子在济南的生意越做越大，
他和老伴也被接到了济南安享晚
年，然而，老许总觉得缺少点什么。

“练字，重新学习书法。”老许
觉得自己年轻时没条件没时间，错
过了梦想，现在有条件了，也有时
间了，可以重新开始。老许的想法
也得到了儿子的支持，并专门为其
腾出一间办公室作为老许的书法
工作室。

从此，老许的生活中，除了接
送孙子孙女上下学，每天的时间大
都用来练习书法。王羲之、张旭、二
王、刘炳森……在老许的书架上摆

满了各种书法大家的书法作品集
和字帖，为了写好每一个字，他还
找来了各类工具书：《康熙字典》、

《说文解字》……“有时候看到一个
字的写法，需要通过工具书查一下
这个字的演变结构，对这个字有更
深刻的认识。”老许说。

老许每天坚持练字10个小时，
因为习字时间太久，他的右手手指
上都磨起了老茧。老许说年轻时错
过了，现在要抓紧补回来。此外，每
天傍晚他还会提上水桶带着自制
的大毛笔到会展中心的广场上练
字2小时。一些同样有书法爱好的
人也跟着他一起来广场练字，成为
广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想办作品展，义卖捐资助学
老许的书法作品在小圈子里越

来越有名气，一些喜欢书法的人也
经常找他题字。老许也毫不吝啬，有
求必应。今年5月份，高新区书法协
会举办的书画作品展在高新区文化
馆举行展览，老许应邀带着自己的
作品参展，受到书法界同仁的赞誉。

与一些专攻某一样字体的书
法家不同，老许对篆、隶、楷、行、草
等字体都有研究。老许说，写字就
跟做人一样，楷书是基础，只有一
笔一画地写好楷书，才能继续深入
地写好别的字体。

12月1日，在老许的工作室里，
他将自己最为得意的一幅书法作
品向前来观摩作品的市民作了展
示。一幅长20余米，用楷书、小篆等

各类不同字体写就的毛泽东全部
诗词作品，引起观摩者的惊叹。据
老许介绍，这幅作品他整整用了12
天才写作完成。

老许还有一个想法，他想找个
时机搞一个书法作品展，将5年来
他认为自己比较好的书法作品向
书法爱好者做一个集中展示。“至
少有近百幅作品，各种字体都有，
有需要的还可以现场写作。”老许
勾勒着自己搞作品展的设想。

其实，老许想搞作品展还有一
个心结。“年轻时因为家里条件限
制，没能好好上学。我想通过作品
展览进行作品义卖，捐资帮助那些
贫穷的孩子上学，让更多的孩子好
好读书。”

年轻时无奈与梦想擦肩而过
在奥体中路舜华街道办事处

北邻，有几处僻静的小房舍。自从
钢材市场搬走后，这里被修建起类
似四合院的精致房舍，不少出租做
了商用。许致全的儿子在这里有几
间办公室，因为父亲喜欢书法，小
许就特意为父亲辟出了一间练习
书法的工作室。

老家潍坊的许致全出生于上
个世纪40年代末，当时家庭条件并
不宽裕。“那时候家里比较穷，能读
上几年书就很不错了。”许致全说，
他有幸读到了“高小”，也就是小学
6年。因为读书机会难得，许致全学
习十分用功，尤其是对书法表现出

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就梦想着
当个大书法家。”

然而，受家庭条件所限，读完
小学之后，许致全就不得不辍学
下地务农。1971年，许致全到南
京服兵役。“一开始在部队上做
了两年卫生员，后来做了文书工
作。”许致全说，因为自己的字写
得好，才被安排做文书，而做文
书让他接触到了更多与文字相
关的知识。

1977年，许致全复员后到了一
家矿上工作。从此，繁重的劳动让
其基本上与书法绝缘，年轻时的梦
想也从此与其擦肩而过。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酷爱书法的许致全只上过6年学，年轻时因家庭条件所限，错
过了当书法家的梦想。如今，退休后的许致全重拾年轻时的梦想，
每天坚持练字10小时，仅用5年时间已有所成。他说，他想开个个
人书法展，通过义卖作品的方式捐资助学，帮助穷人家的孩子能
上得起学。

老许展示自己的作品。

老许在刻苦练字。

老许用各种字体书写的毛主席诗词。 老许长达20米的一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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