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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文化的土壤 精神的家园

C04

翟永华：

钟钟繇繇已已成成为为我我生生命命的的““根根据据地地””

⑨⑨

地点：曹州艺术馆

嘉宾：中国书协会员、山东省书协

理事、菏泽市书协常务副主席

本报首席记者 李德领

30余年的书法之情，让翟永华对书法有了更

多的认识，“紧抓一件东西不放，或许你只会拥有

这一件东西。如果懂得放手，便获得了其他选择的

机会，旧念不弃，新得难生。在书法艺术的追求中，

要时时刻刻留意，心领神会得取，最终滴水穿石，

集腋成裘。”

翟永华遍访了当代众多的书法高手，集各家

所长，成一家之言，他殚精竭虑，日复一日，形成了

入古出新的书法语言。他说：“在把握传统、借鉴传

统的基础上，用心琢磨，融汇古今，重新组合，进而

写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是为创作。”

翟永华与书法的结缘来
源于爷爷的春联，“爷爷是乡
村有名的文化人，一手好字，
每到春节就会研墨运笔，为前
来求字的人撰写春联，我就在
一旁帮着拉纸，看着红纸上的
黑字，每个字都浸透着一种力
量，一种韵味，闻着字体散发
出的墨香，心里有种莫名的喜
欢。”

美好的童年记忆让翟永
华对书法产生的浓厚的兴趣，

他依然记得爷爷当时写过的
一幅对联，“万事不难只爱做，
一心无畏定成功”，“这句话也
成为我今后的座右铭。”翟永
华说，“18岁时在东明县焦园
公社工作，认识了李温良先
生，也是我书法上的启蒙老
师，如果说之前对于书法是爱
好，认识李温良先生后转换为
喜欢，老师告诉我联书法必先
临帖。”之后翟永华便开始练
柳体，并于1982年第一次参加

县展览，获得不少好评。
翟永华练习柳体有8年之

久，“练习柳体8年时间，让我
在书法上打下扎实的基础，后
来再练习小楷、钟繇等都能很
快上手，如果不是当初打下的
基础，也不会有我现在这样的
成就。”

1992年，翟永华在东明举
办了人生中第一个画展，“举
办个展就是想对自己工作进
行总结，现在想想当时胆子也

够大。当时市里领导前来参
加，让我感动不已，也给予我
莫大的鼓舞。”

之后，翟永华先后到中国
美院、中国书法院、国家画院
等地方学习，10余年在外求学
经历，他走遍大江南北，拜师
访友。由于谦虚好学、转益多
师，翟永华书法进步很快，逐
渐形成了个性鲜明、书风凝
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
自己创新的艺术风格。

于法杰：原菏泽地区人大工委会
主任、菏泽市书法艺术研究会会长

我与永华之间的“忘年之交”已有
20多年。认识他是在1992年5月，参加
他个人在东明县举办的首次书法展。
那时候，他还是个不足30岁的青年，但
却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书
法作品的字里行间，透着一种艺术的
灵气；他简短的谈话中，流露出对书法
艺术的强烈追求。

20多年来，永华凭借他的聪慧天
资，勤奋刻苦，笔耕不辍，孜孜以求，使
他从当年名不见经传的新手出落成可
在全国书坛驰骋的高手了。他的功力、
学养、见识和综合素质都达到了一个
新的境界。他的楷书结体严谨，秀丽清
雅，书写平实而饱含功力，点画舒收得
体，展现出厚重韵味，逐步形成了自己
的气风醇正、格调高华的特点。书品折
射人品，永华为人忠厚、谦和随缘，平
实真诚，不事张扬，给人一种特有的亲
和力。加之他勤于思考，乐于行事，还
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办好事，
办成事。

赵统斌：中国作协会员、菏泽日报
社副总编辑

风笔耕耘逾卅年，孜孜求索伴暑
寒。一从钟繇涅槃后，独树高标自不
凡。

王进：菏泽学院教授
与永华经常一起做活动，久之就

熟悉了。他把书法当成自己的事业，对
艺术执着的精神让我们感动。他的书
法艺术纯粹、质朴，直追楷书鼻祖钟
繇，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值得
我们学习。

永华的书法学古而不泥于古，很有
现代气息，始终坚持自己所写。在各种
体式探索过程中，广泛吸纳其他创作形
式，然后将其融入自己作品，为我所用。
写一家吃透一家，之后再回归钟繇。

书品即人品，永华人品朴厚，做事
扎实，为人不张扬，能俯下身子做书
法。

车秀环：菏泽学院教授
听了永华在书法上的经历及体

会，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他每做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规划，既
有长远规划，又有近期目标，凡事能都
做到运筹帷幄。

用“德艺双馨”来形容永华一点也
不为过，而他最让我佩服的就是那股
韧劲，他潜心书法，孜孜求索，一写就
是三十年，实属不易。

郝建华：山东省书协会员
永华的书法很清秀，有种灵动之

感，看后有种赏心悦目之感。楷书写出
味道很难，但他做到了。

永华在书法上的造诣自不必多
说，在扶持后辈上也做出很大努力，在
推动菏泽书法发展功不可没。

朋友眼中的翟永华：
在爷爷春联中与书法结缘

30年来，翟永华遍访了
当代众多的书法高手，如启
功、欧阳中石、沈鹏、刘守安、
邓嘉德等人，“他们虽名声遐
迩，但多和蔼可亲，平易近
人。那时是抱着一种学习求
教的心态，上门谒见。有的有
引荐书信，有的干脆就是‘直
接找’。”

谈起遍访当代众多的书
法高手，原中国书法家协会
主席沈鹏始终是绕不开的话
题，当时翟永华正处于困惑

期，书写小楷不满意，魏碑没
感觉，而沈鹏先生的“有新
意，可以写下去！”八个字让
翟永华至今记忆犹新。

1995年春，北京一四合院
内，翟永华带着行书、小楷、魏
碑、放大的钟繇书体四副作品
前往拜访沈鹏先生，当作品依
次打开，沈鹏先生在其他作品
前风一般飘过，却在一幅放大
版的钟繇书体习作前停下脚
步，仔细审视，沉思有顷，足足
看了5分钟，忽然发话，“有新

意，可以写下去！”这八个字给
翟永华柳暗花明的感觉，心里
一振，顿时领悟。

归来，翟永华细细品味，
他明白把书体放大，绝非简
单的体重增加，而是要对笔
画、形体、结构、韵味的重新
审视与把握。于是，他殚精竭
虑，日复一日，形成了入古出
新的书法语言，并带着自己
的“独门利器”，参加国家级
重大书展，作品屡获奖项。

座谈会上，翟永华自嘲

道：“我写了两年钟繇没有写
进去，痛苦极了。一个偶然的
机会，发现一本王宠的小楷，
似曾相识，非常喜欢，就拿过
来临，忽然发现王宠的小楷是
从钟繇过来的，半年后再写钟
繇大有柳暗花明的感觉，我暗
自惊叹，王宠老爷子给我搭了
个桥呀！一个想在艺术上有成
就的人，首先必须真诚地生
活，然而又必须超越生活。在
生活中不断反思，体味，开拓，
理解与领悟。”

八字建言，助他形成“独门利器”

翟永华书法扎根于传统，
崇尚经典，长于楷书，而尤精
于小楷，取法魏晋，且具钟繇
的神韵和“二王”的遗风，作品
古雅秀逸，清新典雅，灵动而
富于变化。用笔清雅，含蓄；章
法平淡天真，疏密有致。在翟
永华的工作室，墙上悬挂着已
完成的作品，观其作品，静中
有动，疏朗简静，一股清气跃
然于纸上。

翟永华说，学书法30余
年，心得12字，即方向明确、
方法正确、真情流露。“书法
艺术不是练出来的，不是谈
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的，而
是悟出来的。练建立在想的
基础上，想建立在读的基础
之上。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

透、相互贯通，继而有悟，再
积累，就有再悟，如此不断即
成大悟。”

“学书法就像炖肉，不能
急于求成，想让肉味鲜美可
口，必须猛火煮文火温。”翟永
华说，风格的形成非一朝一
夕，而是要经过长期的积累和
对书法的理解。在把握传统、
借鉴传统的基础上，用心琢
磨，融汇古今，重新组合，进而
写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是为创
作。

30余年的书法之情，对于
翟永华来说，一不为养家糊
口，二不为进身之阶，就是一
种爱好，发自骨子里的爱好，
所以才能三十余年如一日。

“无论受到多么大的挫折，再

苦再累，都始终没有放弃对书
法的追求，把书法当成信仰，
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没有周

末，没有节假日，处处留心，三
十年如一日。即使累也是一种
愉快的累，也是一种享受。”

破陈出新，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书法

翟永华向大家讲述自己的艺术之路。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大家齐聚一堂，畅谈艺术。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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