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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书法家大漠的工作室一
苇草堂早有耳闻，听说那里历
来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
丁”，隔三五日便会有一众京剧
票友、演员、书法家来此写字聊
天。此次有幸得以亲访。一苇草
堂位于北京马连道的茶城之
中，面积不大，却布置的古典雅
致：一面摆的满满当当的大书
柜占据了房间的四分之一，高
墙四壁挂满了他的得意之作，
用其亲刻的紫砂壶沏杯热茶，
茶香四溢，水雾氤氲，赏赏书
作，聊聊闲篇，十分惬意。

大漠原名刘中诚，早年专
攻写作，理想是成为作家，后
因身体有恙，研习书法修身养
性。习字多年，不曾想在书法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今已收
获颇丰。大漠的书法既不标新
立异，更不哗众取宠，大气磅
礴，浑厚天然，形成了质朴简
淡的独特书风。多位当代书界
前辈对其笔墨亦为赞赏，百岁
国学大师文怀沙还曾亲笔题
写《大漠书法艺术》作为鼓励。
而最为人称道的，是其大幅狂
草作品《一笔龙》——— 一笔写
就，矫健蜿蜒，精气神十足，在
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漠书法推崇汉代，在他
看来：汉朝是一个文化大融合
的时代，开疆拓土，气魄宏大，

这一时期，政治、军事、建筑、
宗教、义理、方术、史著、文论、
诗歌、书画都逐渐形成体系。
就书法来说，四体书法在这个
时代得以体例完备，涌现出了
张芝、蔡邕、钟繇一批旷世大
家，成为我国文化的一座高
峰。大漠最初涉猎汉代书法源
于曾经痴迷于老子的研究，当
时他收集了马王堆出土的帛
书简书版本的《老子》仔细研
读，日久天长，受益匪浅，对于
文中书体沉醉其中，反复临
写。2000年初，他偶得灵感，铺
开老纸，将一个“龙”字就着满
腔激情一笔挥就，为自己的书
法道路创造了一个标志性的
符号。大漠介绍：“写一笔龙这
不是偶然的灵感，这是多年来
对中国原始图腾的理解，孔子
喻老子为‘其犹龙乎’，煮酒论
英雄上说‘龙能大能小，能升
能隐’，传统意义上说龙‘神龙
见首不见尾’，龙在我国有着
独特的意义。”“一笔龙”在遵
从汉字与书法的基本规则与
古代书法理论相结合的同时，
体现出了独体字的笔墨构图
和哲学内涵，也逐渐受到了媒
体的关注和报道。2013年山东
教育电视台专题纪录片，专门
介绍“一笔龙”的《大漠归一》；
2014年大漠随山东代表团赴美

文化交流，作品“一笔龙”和
“马”被美国“尼克松图书馆”、
“比华丽山庄市”作为官方礼
品收藏；同年国庆期间，“一笔
龙”在北京王府井、西直门、方
庄桥三个巨幅显示屏同时播
放；2015年“一笔龙”赴日本东
京展出，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
影响。

沉迷书法近20年，大漠对
书法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
认为：书法不能用纯粹的艺术
来概括，也不仅仅是点线面的
表现形式，他有着更深刻的意
义在里面。一个人用“书”可体
现他的道德修为，老子说：“天
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
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任何一
种美的形式天下跟风一味抄
袭就是俗而不是美了。孔子
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书法
的大忌就是“巧言令色”，在书
写上不加修饰，真才是美的基
础。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
气”，书法本质最关键的是凝
存正气，这样的作品所传达的
信息才是正能量的。对于技
巧，大漠也有独特的认识：所
谓技巧只是初步，若一生困于
技巧,此人一生亦必无大出息。
写字便是写心,亦是磨练胸怀、
体道悟真，书从本心，文从本
心，稍事偏离就难免生涩僵
硬。做人亦然，不粉饰，不谄
媚，不巧言令色，心存静气、无
拘无束、天然质朴才是做人做
事的永恒法则。

大漠本人便是如此，蓄长
须，着布衫、广交友，效古贤，
豪爽率直，诚恳厚道。闲暇时
间爱饮酒、喜喝茶、好看书、热
刻壶，微醺之时常写几篇学书
碎语，议论书界时事，阐述自
己观点。他喜欢侃侃而谈，却
从不涉及物欲，胸怀豁达，心
性洒脱，也正如这闹中取静的
一苇草堂般，在喧嚣的尘世里
保 存 了 一 颗 单 纯 与 执 著 的
心。 （贾佳）

体体道道悟悟真真 方方得得大大美美
一苇草堂大漠采访纪实

大漠 刘中诚，斋号一苇草堂，河北人，现定居北

京。刻苦钻研儒释道经典，精于诗文，长于鉴赏，喜收藏古
今典籍。曾发表文字十余万字，著作有《学书碎语》、《过图
云烟录》、《大漠诗文书法集》、《大漠书法艺术》、《大漠书般
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并编辑有教辅类图书。

▲道法自然

▲一笔龙

▲留待时光为浮名▲杜甫诗
▲常饮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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