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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家孙梅庭

来烟奏肖邦

本报11月30日讯(记者

孔雨童） 近日，著名书

法家、中国书画研究院院士

米占来到烟台，为济南军区

烟台疗养院留下《务实》和
《宁静致远》等多幅作品。

“其实我是莱阳人。”27

日下午，在济南军区疗养院

米老的书房内，两米多长的

书桌旁，米老正在悬腕挥

毫，笔下“大雪压青松，青松

挺且直”几个大字苍劲有力

又不失飘逸。米老说，现在

他可能一天不动笔，但心中

却一直在勾画着书法。

米占的一生都与书法
有缘。他5岁的时候遇到了

饥荒，家人怕他饿着就拿了

一直毛笔给他玩，来分散注
意力。没想到从握起他的那

支毛笔起，米占就开始了近
60年的书法生涯。除了年轻

时每日苦练，还曾师从曾为
多位领导人教习书法的大师

杨向阳。“他是对我影响最大

的老师。”米占说，除了对书

法的精益求精的追求，杨老

师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深深影

响着他。

如今的米占已成功步入

著名书法家的行列。他告诉

记者，自己一生耿直，最不愿

接受的就是现在书画界的一
些浮夸之风。“许多的作品、

书画家都是被炒作起来的。”

米占说，他更愿意留一些时

间给自己，去“研磨”书法，因
为书法绝不应该只是商品。

“我收徒弟，绝不收费，

但是一定要热爱书法。”米

占说，现在每当遇到真心想

学书法的年轻人，他都会格

外高兴。米占告诉记者，随

着电脑的普及，很多年轻人

变的不爱写字，也渐渐失去

一种应该把字写好的理念。

米占说，书法是中国文化中

很有魅力的一部分，应该很
好的传下去，他在很多地方
遇到年轻人和老师，都会告

诉他们，学语文的时候一定

要“好好写汉字”。

米占，国家一级美术师，全国著名书法家。原名粘阳来，字秧

莱，号米占。中国书画研究院院士、客座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

自幼酷爱书法艺术，先习欧后习颜，兼学二王、舒体、汉隶、魏碑

及其它字体，经众多名师指点，博取诸家之长，自创独特风格，其

书法艺术以欧颜舒等相结合，擅长行书、行楷、行草，榜书大字，

讲究笔迹严谨，美观豪放。作品《寿》、《沁园春·雪》入编《中国书

画研究院成员名鉴》，并获金奖，被授予“中国书画艺术百家”称

号；作品《观沧海》入编《琴岛雅集》；《赤壁怀古》和《西江月》分别

获全国大赛金鼎奖两届金奖，并入编《全国书画艺术优秀作品

集》，另有诸多作品被国家有关部门和国内外书法爱好者收藏。

著名书法家米占回故乡，告诉年轻人：

““一一定定要要好好好好写写汉汉字字””

格个人简介

本报11月30日讯(见习记者

何全峰) 11月29日晚上7点半，为
纪念肖邦诞辰200周年，纽约著名

高等音乐学府朱莉娅音乐学院最
年轻的博士、著名旅美华裔钢琴

家孙梅庭，在烟台保利大剧院为

烟台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钢琴

演奏会。

演出开始后，舞台上一架黑色

的钢琴前，孙梅庭双手抚过琴键，

奏出一串行云流水般的琴声。每弹

奏一支曲目，孙梅庭都会做一下介

绍，从肖邦生前呆过的地方，讲到

肖邦性格和音乐，似乎带领大家来

到了肖邦的时代。

孙梅庭对肖邦三部圆舞曲的

完美弹奏，让观众们从忧伤转到欢

快，赢得阵阵掌声。演出的最后，这

位年轻的钢琴博士给观众们演绎

了平时很难听到的肖邦的行板曲

目。“孙梅庭手指如波浪一般拍打

着钢琴，整个世界都很安静。”烟台

一中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

“国外的观众可能单纯的欣赏

音乐多一些，国内的许多是家长带

着孩子来，抱有一种学习的想法。”

在音乐会开始前的采访中，孙梅庭

谈到了中外东西方观众对待钢琴

音乐会的不同态度。而谈及和他同

样活跃在国际钢琴界的朗朗，孙梅

庭表示：“我和他认识，但不是很好
的朋友，艺术达到一定境界是没法
比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