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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显仁体”昨发布，“粉笔翁”越活越开心
字库预售7天销售过万元，该字体50年内版权受益全部 归老崔所有

□记者 孔雨童 孙淑玉
报道

qlwbkyt@vip. 163 .com

本报北京4月23日讯
属于“粉笔翁”崔显仁的字
库23日上市。23日下午，方正
集团在在北京大学英杰交
流中心发布以崔显仁的粉
笔字为原型创出的字库“方
正显仁简体”。本报作为全
国唯一全程报道的媒体被
特邀参与了发布会并发言。

23日的发布会现场聚
集了全国近百家媒体，粉笔
翁的发现者、网友陆之敏
(网名CMYKer)也从江苏来
到现场，2011年10月，他在烟
台的随手一拍，引发了一场
全国网友参与的“寻找粉笔
翁”的行动。作为“寻找粉笔
翁”的主要参与和全程报道
媒体，本报记者也在现场做

了发言。
字库制作的相关人士

介绍，“方正显仁体”的创作
历时一年多。从2011年10月
签约，崔显仁创作出1000个
粉笔字，2012年1月，方正团
队用这1000个字进行字库
开发，2013年初，7156个汉字
的字库开发完成，并于4月
16日在淘宝网等进行了预
售。“显仁体书写意味浓郁，
把中国传统的水纹、云纹效
果运用其中。”23日，有专家
在现场表示，“方正显仁体”
有望广泛应用于书籍、产品
包装等领域。

发布会现场，崔显仁还
写下了几个“显仁体”大字
表达心声。老崔写字的时
候，全场都静静地注视着这
个戴着墨镜跪在垫子上一
笔一划精心勾勒的中年人，
虽然擎着粉笔的手指都因

残缺长短不一，但他用绿色
粉笔画出的每一笔都力道
十足，当“越活越开心”六个
大字被举起来时，全场响起
掌声。

发布会上，方正集团高
级副总裁兼信息产业集团
CEO方中华将一张印着“该
字体50年内版权受益将全
部归崔显仁所有”的巨型支
票赠与崔显仁，以此向公众
作出承诺。同时，方正也将
一笔“方正显仁体”字库通
过淘宝网预售和小米手机
首发的14328元全部交给崔
显仁。

“用残缺的手写出这么
漂亮的字，我们做字库的人
是十分敬佩的，他让中国的
老百姓以后可以欣赏使用
一种新的书法艺术。”方正
方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魏新说。

22日，在北京的一家酒
店，崔显仁和妻子李玉霞风
尘仆仆地从天津赶来参加
第二天的“方正显仁体”字
库发布会。

老崔精神很好，穿的还
是一年半以前在青岛的那
件灰蓝色西装，不过衬衣、
裤子和鞋子都换成新的了。

“衣服都是在天津买的。”李
玉霞说，知道这个月在北京

有发布会，他们此前就到天
津卖艺。“这衣服可舒服
了。”老崔扯着里面棉线衬
衣的袖子跟记者说，李玉霞
笑着说，衬衣90块钱，裤子50

块钱，鞋子也只有29块钱。
两人的行李唯一多了

的，是一台三星的平板电
脑。“你快来看，有个我的视
频。”在宾馆里，老崔笑着招
呼记者，用残缺的几个手指

拨开锁住的屏幕，点开自己
的那个视频新闻。

视频是老崔自己下的。
李玉霞说，两个人之前根本
不懂电脑是啥，因为老崔被
网友发现，还有很多网友支
持他，两人在大连的时候就
买了这个电脑，“有时候走
到哪也会拿出来上上网。”
老崔说，在网上看到不少自
己的新闻。

格人物特写

“粉笔翁”的“理想”生活

本报记者受邀发言

给平凡者以梦想，给奋进者以尊严
23日的“方正显仁体”的发

布会现场，本报作为唯一一家
指定发言媒体受邀上台发言。

“给平凡者以梦想，给奋进者以
尊严。”本报记者孔雨童说，这
组系列报道其实反映的是一种
公众视角，希望以此为契机能

有更多人坚定梦想走下去，也
希望社会为草根人物提供更多
机会，助力他们实现梦想。

听了本报记者的发言，“粉笔
翁”崔显仁连连点头。作为和本报
记者打过很多次交道的“老熟
人”，崔显仁曾经为本报板书，祝

愿本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 本报记者 孙淑玉

2011年10月12日
本报率先以《残疾老人

粉笔字打动方正》为题报道
了方正微博寻人，希望将粉
笔字开成方正字库，网友转
发数千，欲促成美丽缘分。

2011年10月13日
有网友说“粉笔翁”现

身青岛，本报记者亲赴青
岛，见到了崔显仁，方正字
库的负责人也赶到青岛和
崔显仁谈签约事宜。

2011年10月14日
方正字库与“粉笔

翁”崔显仁在青岛签订合
作协议，由崔显仁进行
1000个汉字的创作，命名
为“方正显仁简体”。

2011年11月18日
崔显仁从青岛

启程前往深圳，准备
租一间小房开始写
字。他说，山东是改
变他的福地。

2011年12月27日
崔显仁完成了用于开发

字库的1000个汉字。这天，“方
正显仁体”迎来了第一个客
户，湖南长沙一家媒体花千元
买下了崔显仁的五个字。

2011年12月31日
本报《凡响·2011》

年终报道对崔显仁的后
现代生活进行了报道。
被方正“相中”后，他的
生活发生了改变。

2012年1月10日
“方正显仁简

体 ”亮 相“ 第 六 届
‘方正奖’中文字体
设计大赛作品展及
邀请展”。

2013年4月23日
“方正显仁

简体”上市。

制图：夏坤□本报记者 孔雨童

51岁的崔显仁好像忽然有了“理想”。
这位原本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经历了20年前柴油爆炸

的严重烧伤和近十年的街头乞讨卖艺，在2013年的春天，以
他名字命名的字库正式发布。老崔跟本报记者说：“如果以
后有机会安定下来，想安心研究设计字了。”

老崔会上网了

一年半以前的那个10月，
当方正集团的人在青岛的繁
华商业街上找到他时，一脸尘
土的崔显仁抬起头来，一脸茫
然甚至抗拒地走出端着照相
机、手机的围观人群。

这情况在以后愈演愈
烈。有一段日子，李玉霞的
电话停不下来；两人回到老
家的当天，当地的媒体知道
了，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
日报……

上海的东方卫视请老
崔去做一档话题节目。知名
的主持人陈辰陪他一起在
大连拍外景，老崔趴着在地
板革上一笔一划地写，陈辰
也在一边模仿。“这个一下
笔就知道不好写，她们写不
出来……”老崔说着乐。

在黑龙江望奎县惠七满
族镇，老崔成了大家佩服的
人。“大姑爷写的字入字库
了。”李玉霞的姐夫喝酒的时

候跟老崔说，“姐夫你可真能
啊，以后我给你出本书吧。”村
子里以前总感叹李玉霞“命不
好”“出去要小钱”的人，现在
开始羡慕李玉霞“有福”。

去年年末，常年在外漂
荡的崔显仁回家看了母亲。
母亲86岁了，根本不懂电脑
是啥，只是问崔显仁：“你为
啥在老白家的电视屏幕里
呢？”

老崔只是对着母亲笑。

老崔媳妇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

这一两个月，老崔又创
作出了新的字体。

在老崔的平板电脑里，
记者看到了“新版显仁体”，
比起之前的字，这次的字仿
佛有了更多的活力。

“ 那 次 我 在 路 边 卖
艺，有人说，哎，你的字在
动。”老崔说，这些日子街
边卖艺，写的就是新改进
的字。

“你觉得怎么样？”老崔问
我，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开
心地笑了：“我觉得也还行。”

李玉霞能感觉到老崔
的这种变化。以前每到一地
就匆匆忙忙，一直郁郁沉

默、趴在街头忙生计的老
崔，现在看到牌匾或者广告
上的字，觉得好就会兴奋地
跟李玉霞说，常常坐在火车
上，残缺的手指还在比划着
之前看到的字。“跟我说多
划拉划拉就记住了。”

崔显仁和李玉霞也会
说起以后的生活。“我其实
也想，以后能把生活安定下
来，好好研究一下字，在设
计方面我还想往前走。”崔
显仁说。

23日，北京大学英杰交
流中心，崔显仁坐到了第一
排，听着他的名字“尊敬的
崔显仁先生”在一位位嘉宾

的致辞中响起。
老崔看不出多激动，但

他一直在笑。走上台用粉笔
写下“越活越开心”几个大
字的时候，伴随着柔和的音
乐，行云流水的笔画让台下
传来赞叹声。

“崔先生是一位可敬的
民间艺术家。”发言中一位
嘉宾这样评价他，老崔说，
这是这些年第一次在这样
的场合听到这个字眼。

“我不是乞讨，也不会
乞讨。”崔显仁告诉记者，现
在出去卖艺，他经常会跟给
钱的人说，如果不是因为欣
赏他的字，不用给他钱。

创作了新字，以后要好好研究一下字

从2011年10月《齐鲁晚报》
在头版发出第一篇“寻找粉笔
翁”，我们跟踪报道了崔显仁一
年半的时间。

新闻发布会上，主持人问我，
是什么打动了我一直追踪下去。

我们所处的当代中国，无

论承认与否，不同阶层之间或
许有着一道藩篱，身份、文凭、
关系等，很多时候，不是拥有了
才华就可以成功；很多时候，一
个底层人的成功会更艰难。很
多平民梦想秀的成功，正是反
映了大众的这样一种心愿。我

们只希望，企业能提供更多的
机会给这些民间的艺术家和创
作者；我们的社会能有更平等的
视角，一个更公正的秩序，让许
多底层的人也能实现他们自己
的那个“中国梦”。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格记者手记

愿更多小人物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发布会上，崔显仁在一块黑色地板革上写下“越活越开心”五个大
字表达心声。 记者 孔雨童 摄

▲发布会现场，方正集团高级副总裁兼信息产业集团CEO方中华(中)说，
看了这些字，对老崔很敬重。记者 孔雨童 摄

本报记者孔雨童(右)在现场
发言。 记者 孙淑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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