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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于剑波：

追追寻寻齐齐鲁鲁文文化化印印记记的的使使者者

于剑波在其小楷《庄子·秋水》
的创作背景介绍中写道，“以绢代纸,

洋洋近三千言,历时十三时,未尝间
断。古曲相伴,亦佛亦仙,犹若庄子亲
睹余之所为,激动、神秘皆或有之,眼
前无碍物,笔下如有神……”

时间追溯到2000年大年初一的
夜里，突然下起一场大雪，窗外的雪
景令于剑波仿佛进入曼妙的玄境，
于是，他翻开《庄子·秋水》感叹“庄子
之浪漫世界，实为魏晋人理想美之
意象源泉。其超脱之气也是令人神
往的……”次日，也就是大年初二，
用魏晋小楷及六朝写经笔法书写

《庄子·秋水》。
这一写，也便没法停下来，直到

13个小时过后，全篇写完他才收手。
在他看来书法必须讲究一气呵成，
中间稍有停歇字就会断了气息，这
是他在创作中最忌讳的。大年初二
那天，爱人看见他还在写字，就没打
扰他，而是悄悄地和女儿一起出发。

“这么多年了，她也知道我就这点嗜
好，她也就接受了。”于剑波说，有一
次他正在创作而有朋友突然造访，
妻子只能安排他在客厅里候着，竟
然让朋友等了足足两个钟头，朋友
开玩笑的向他说，“看到你进入创作
状态，我也不忍心打扰你！”他也连
连道歉，解释他这一拿笔就停不下
来的“怪癖”。“熟悉我的朋友也都理
解我！”

后来魏启后先生为其题字时风
趣地说，“好在你是练体育的出身，
这要是让一个普通的书生坚持写字
十三个小时不停歇，手腕累僵了不
说，身体也肯定吃不消。”

时到如今，再次回忆起写《庄
子·秋水》所用的13个小时的时候，他
还是满满的成就感，“不为别的，只
是为我因自己所痴迷的书法疯狂过
而点赞。”其实，让他自豪的事真不
只一件两件。早睡早起，每天坚持读
书、写字的习惯；为追求书法的感
觉，他会熬夜临摹到夜里凌晨……

链接

书法讲究
一气呵成
长达13个小时不停歇

本报记者 赵清华

生于“文化圈”

自幼对书法敬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陵阳河
里时常冲刷着大量陶片,当地人
并不以为然，但经常会有些外地
人拿着麻袋来捡拾陶片。当然，
那些光着脚丫只顾在河边玩耍
的孩子们更不会了解，“现在想
来，他们才是行家啊！”生于山东
莒县陵阳河畔的于剑波感叹说，
多年之后他才明白这些陶片上
蕴含的文化与历史。

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蕴含丰
赡的地方，当地人们自古以来就对
文化有着浓厚的敬畏之情。于剑波
的祖父是个读书人，饱读四书五
经，写得一手好字，深受邻里乡亲
的爱戴，只是他因自己贫穷就认定
读书无用，所以坚决不让他的子女
读书。因此于剑波的父亲在参军之
后才有机会读书，这也让他看到了
自己与别人的差距，更认识到读书
的重要性，为此他决定一定要让自
己的孩子好好读书、习字。

在于剑波上二年级的时候，
父亲为让儿子练习书法，他专门
从县城里买来了一本欧阳询的活
页字帖送给儿子，那在当时可是
村里人都没有见过的稀罕玩意
儿。于剑波如获至宝，放学回家之
后，一完成作业就开始临帖。

“与做农活比起来，练字就
幸福多了。”于剑波说，小时候
父亲在外地工作 , 作为家里
的长子，他和母亲成为家里的
顶梁柱。十多岁的他几乎每天
都是天亮前摸着黑去割草、推
磨，白天上学，晚上还要经常和
母亲一起做农活一直到深夜。

“那时候练字就是为了写好
对联，能在邻里面前显摆一下。”
于剑波笑着回忆道，在那个生活
艰难的年代，他从来没想过以后
能把书法变成自己的事业。

恋书成癖

为藏旧书筑新室

1983年，正读初中的于剑
波因为“体长善走”的身体素
质，他被选拔进市体校运动队，
后来又被选进省体校专业队。
大运动量、高强度的训练铸就
了他健壮的体魄和更加坚强的
意志。“当时，进入体校就是为
了尽早减轻家里负担。”但是这
一阶段他把书法冻结起来，直
到1987年参加工作之后，他才
旧情复燃，一有闲暇时间便拾
起毛笔开始练习书法。

上世纪90年代初，于剑波先
后拜识了魏启后、邹振亚两位山
东书法界大家，他们的出现让于
剑波坚定了研究书法的信心。邹

振亚先生的一句“你从事体育运
动，读书相对较少，要成为书法
家只凭才气是不够的，必须补读
经典书籍！”让他大彻大悟，他终
于明白书法不仅仅是临帖功夫，
还需要有文化底蕴，只有在丰富
的知识储备下，书法家才有气
质，书法才可能有格调。于是，从
那以后他养成了早起读书的习
惯。每天早上4点起床，读古文一
个半小时，然后临帖一个半小
时，清晨7点钟算是做完功课。

有着文化情节的于剑波，一
直对于自己没有读大学本科而
感觉矮人一截。所以，在阅读初
期，他主要是向王力主编的《大
学语文》三册发力，每一篇古文
他不仅认真朗读，而且能达到背
诵的程度。由于从家到单位距离
较远，于剑波经常会利用这段时
间在路上背诗词。有一次，他在
路上因为背诗词走神竟然和别
人撞了车。“很狼狈！西服从旁边
开了口子，让我心疼了好久呢。”

后来，他的阅读范围也开始向
文史哲类扩大，渐渐地养成了恋书
癖。逛书店成为他的最大爱好，
2000年前每周至少要跑一趟书店。
那时的书店少，常去的是纬四路的
古旧书店、经二路的东图书店、泉
城路新华书店以及搬来搬去的三
联书店，还有已经拆掉的美术书
店。逛书店虽是为了买书，但当没
有合意的书时，翻书便是最划算的
事，也是最好的享受。于剑波“站
功”好极了，以至于后来落下了一
不大不小的毛病——— 静脉曲张，差
不多就那时站出来的病根儿。通常
是书店开门就扎进去，中午随便在
大观园买个烧饼，再走到纬四路古
旧书店，下午从泉城路新华书店回
家，往往是载重而归，生活很单调！
内心很充实！

每次进书店，先是粗略地
找新书，再翻阅，就像是自己家
的书柜一样，如数家珍，对于他
关心的新书先看价钱，后看内容。
1990年前后，面对谢稚柳主编，韩
天衡篆书题写书名的《中国历代
法书墨迹大观》(一)，非常兴奋！
定价是26元，当时他的工资不到
百元，平常囊中最多带20元，犹豫
了一周。第二周还是借钱买了。
从此也多了一个心事，期盼着
第二册、第三册……直到1998
年才算买齐18册。

那时候买书多了，就凭票
累积后办了一个优惠卡，能打
九折，节省出两个烧饼。

后来，于剑波对纯书画的
书很少买了，而将关注点转向
新出土的书迹。最早关注这方
面的领域(除敦煌书法、楼兰残
纸外)，大约在1994年左右。他
在东图新华书店的历史与考古
专柜发现了《吐鲁番出土文书
(壹)》，很震撼！在这之前，他已
经两三年沉浸在敦煌与楼兰，

最大的获益就是把“经典”生活
化，那些活泼泼地，带着呼吸的
律动感，才真正透出古人们的
血性，对之前理解唐代楷书、行
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甚至是
颠覆！当看到吐鲁番出土文书
后，更感觉到书法应该是生活
的，真实的。

“从那之后我多次搬家的
经历，也都是因为家里的书放
不下了，我这是‘为藏旧书筑新
室’啊！”于剑波说，如今他的家
已从市里搬到长清大学城，为
的就是花同样多的钱可以买更
大面积的房子来放书，现在他
们家拥有三个书库。

从内心出发

用自己的眼光看古人

1993年10月他的行书作品入
展“全国第五届中青年书法篆刻
家作品展览”，这是他的首次参
展，也是让他触动最大的一次参
展。“当时出现了广西现象，获全
国奖的10个人中， 竟然有6名都
是来自广西，这让人很不可思
议。”于剑波说，更让他受到刺激
的是全国奖中竟然是来自广西
的一名18岁女孩。她的书法很入
古，却很迷人。他难以想象如此
年青，怎么会有如此高级的书
法，再看看自己亦步亦趋地写欧
体，感觉是在浪费时间。

艺术家应从传统中获取智
慧；从寂寞中获取灵感；从真实中
获取沉实；从生活中获取情趣。智
慧、灵感、沉实、情趣汇总成一种
感觉，尔后从感觉中获取创造。

于剑波深感书法是心灵的
艺术，诗人里尔克在《关于艺术》
中说：“艺术是一种生命的见解。”
艺术是心灵的主张，只有心灵才
能打动心灵。他开始寻找与自己
心灵有感应的书法。他从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开始研究“非经典的
经典”书法。他所谓“非经典的经
典”就是那些历史上的书法大家
之外的书法真迹，甚至于民间书
迹，他开始注重搜集魏晋残纸、吐
鲁番文书以及敦煌书法等文献
资料，从中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
获得灵感。他用文人的情怀，书法
家的视角审视书法文献资料。他
不囿于一家之说，从内心出发，用
自己的眼光看古人，而不是用古
人的眼光看古人。“我们现在看到
的魏晋法书，大部分不是真的，是
后人临摹本，并不能反映真实的
面貌，而我所需要的是最真实的
东西，即使那些非经典的真迹也
让我着迷。所以，我最喜欢的就是
考古里面的新发现、新材料。我很
关注这个。”

潜心文化研究

探索接地气的书法

在当今书法出现雷同化、
同质化严重之时，于剑波提出
青年书法家应该发掘地域文化
特色，做接地气的书法。

山东汉碑、山东摩崖刻石
一直是山东人的骄傲，也是中
国的宝贵文化遗产，那种大汉
气象不正是天地间的大美！“雄
强而厚拙的刻字，只有当你身
临其境时才能真正感受到那种
气魄，那种只有山东大汉才具
有的血性和豪情，让人震惊、让
人着迷。”于剑波激动地说着，
拿出一本由山东青年书法家协
会主办的《青年书坛》杂志，他
指着封面上的文字向记者讲起
云峰群刻的震撼。“刻在天柱山
上的郑道昭书写的‘上游天柱，
下息云峰”是何等的天地人合
一的景象，这是山东人的气质，
山东大汉的血性，是真正的大
气象。令我们惊叹书法的同时，
感悟到书法原来也可以这么
写！”

据于剑波介绍，在我国
80%的汉碑分布在山东省内，
犹以泰山经石峪、邹城四山摩
崖、莱州云峰群刻、泰安洪顶山
摩崖刻石为代表，此类摩崖刻
石都保留的相对完整，却并未
引起世人的重视，也没有被充
分利用在书法创作上。这让于
剑波感到很惋惜，“这是我们齐
鲁大地的一笔宝贵文化财富。”
他说，作为一名齐鲁青年书法
家，他感觉自己应该为弘扬齐
鲁文化有所作为。其实，自2012
年起，他以协会的名义做了多
次访碑文化之旅。

而他们开展的《齐鲁访碑
文化之旅》考察活动，不仅让
参与者们大开眼界、深受启
发，也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
注。著名书法家，上海复旦大
学的博士生导师沃兴华先生
从网上看到其文化之旅·古代
石刻艺术系列考察之四山摩
崖刻石活动后，大为赞赏，并
主动提出再搞类似的活动时
愿意参加。在其后的文化之
旅·古代石刻艺术系列考察之
济宁汉碑活动中沃兴华先生
如约参加研讨。

“书法家成名路注定有
一段不为人知的艰辛路。”
山东省著名书法家于剑波
的书法历程也颇具传奇特
色。虽称不上书香门第，但
祖父是远近闻名的文化人，
加上当地人对文化的敬畏，
致使他从小就恋上书法。为
减轻家庭负担，他初中毕业
进入体校。而工作之后，他
对书法旧情复燃。如今，他
依然奋力追逐着弘扬齐鲁
文化的书法梦。

▲于剑波考察徂徕山映佛岩文殊般若经刻石。

于剑波
小楷兰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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