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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7744岁岁农农民民痴痴迷迷书书法法六六十十余余载载
自创“亓体”字，多次在书画展赛中获奖

六十年如一日，每天练字不辍，汲取百家之长，自创独具一格的“亓体”，得到众多大家的称赞，他就是阳
谷县侨润街道办事处亓庄村74岁的亓玉宝老人。

“亓体”作品因“书中有画，画中有书”，入选“人民艺术家协会书画极品巨典”、“跨世纪翰墨艺术精英”等
十余部集著，并多次在全国乃至国际书画展赛上获奖，被国家授予“共和国50年人民书画艺术家银质奖”。

本报记者 孟凡萧 实习生 张石磊

8日上午，亓玉宝一个人在
家中伏案习书。“书法是我生活
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每天
都要练习十多个小时。”走上艺
术道路的亓玉宝，六十年如一
日练习书法。已经74岁高龄的
他，仍然笔耕不辍，每天都要到
书房练上一把。记者在亓玉宝
居住的几间平房内看到，墙壁
上挂满了亓玉宝的书法作品，
家里温馨典雅。

亓玉宝出生在阳谷一个
普通的农民家庭，初中上完之
后就一直在家务农、经商。几
十年间，无论再忙，也从未间
断练字。谈起对于书法的喜
爱，他说要感谢他的启蒙老师
陈老师。

“在上高小五年级之前，我
写的字很是难看，当遇到陈老
师之后，我的字才慢慢地有所
改观。”亓玉宝说，陈老师要求

他每天写够100个字，说这样既
可以磨练性子，又可以学习一
些文化知识。

“老师让我坚持下去中间
不能停歇。如果做不到就趁早
回家，虽然话有些偏激，但这也
激发了我不服输的劲头，就这
样，一定要练好字的念头在我
幼年的心里留下了种子。”亓玉
宝说，他要练一手好字让老师
瞧瞧。

暑往寒来，亓玉宝一直在
坚持练习书法，当时字帖很难
买，也很珍贵，基本都是一些大
户人家请人专门写的，亓玉宝
只能在草纸本子上一点一点地
练习，一开始很难，字怎么写还
是那么难看，夏有蚊虫，冬有冻
伤，亓玉宝坚持了下来，渐渐地
喜欢上了写字的感觉。看着笔
尖下渐渐好看的字体，亓玉宝
很是满足。

一位老师，让他与书法结缘

由于家境不好，上完高小
之后，亓玉宝就辍学回家帮家
里干活。但是这并没有阻断他
对书法的热爱。

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
出门不让带书和笔，亓玉宝在
休息时，就捡个树枝，在地上
写。有时找不到树枝他就用手
指在地上写。和亓玉宝一起工
作的老乡，见到他这么痴迷，就
笑话他“写字又不能当饭吃，停
下歇歇抽袋烟吧。”对于老乡们
的玩笑，亓玉宝总是一笑了之。
后来亓玉宝为了避免老乡们嘲
笑就又想出来，在休息时把手
放在裤兜里，在腿上写，这样嘲
笑他的老乡就看不到他写字
了。

“有时赶着驴车运货的时
候，在路上看到有好的字，就默
默记下来，有时还会用鞭在驴
屁股上写。”亓玉宝说，晚上回
去以后亓玉宝拿着字典翻看一
些生字，看一些关于毛笔字的
书籍，并在昏暗的灯光下练习
写字。“晚上睡觉躺在床上睡不

着的时候也在自己的胸口写
字，慢慢地就睡着了。”

随着练字字数的增加，亓
玉宝发现纸永远都不够用，这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亓玉宝练
习毛笔字。后来他所在的厂子
将他调去清理杂物，亓玉宝发
现有好多要被卖掉的废纸，这
可乐坏了他，他偷偷的用这些
废纸练习毛笔字。

1962年亓玉宝受生活所迫
来到了东北，刚到东北不久，文
革来了，这时候需要有人抄大
字报。亓玉宝的毛笔字有了用
武之地，最起码有了足够的纸
让他练字。这也为亓玉宝以后
的独特毛笔字艺术打下了基
础。

经过艰难岁月的洗礼，亓
玉宝对书法的兴趣不但没有减
少，反而愈加喜爱。从13岁开始
练习书法，至今已有61个年头，
每日练字从未间断、他临摹多
位大师作品，博采众长，最终形
成“书中有画，画中有书”的“亓
体”。

一份坚持，六十年如一日练字

亓玉宝老人在其书房内练字。 本报记者 孟凡萧 摄

古语云五十而知天命，亓玉
宝在过天命之年之后，孩子都已
成家立业，生活逐渐好转。此时
亓玉宝并没有像其他的同辈人
一样照顾子孙，颐养天年。他抽
出更多时间练习书法。“那时没
事了，我就每天抽出十多个小时
练习写字。”亓玉宝说，他每天早
晨五点起，晚上十点之前从来没
有休息过。”亓玉宝说，在一天之
中，他一般练习六七个小时的书
法，然后再看五六个小时的书
籍。

由于年龄较大，长时间右手
练字吃不消，但是又不想休息的
亓玉宝就尝试着用左手写字，这

样经过多年练习，亓玉宝练就了
左右手同时写字的绝技。

“年龄这么大了，站着练习
那么长时间身体吃不消。”亓玉
宝妻子刘荷兰说，丈夫对写毛笔
字痴迷了，几十年来像是着了魔
一样，就是大年初一，村里人来
拜年，都阻碍不了他练字。“我们
在村里辈分大，拜年的人多，他
不等别人拜完年，就到自己的那
间小房子里去练习书法去了，到
时有来拜年的还得去叫他。”

亓玉宝认为，书法有字内功
和字外功，平时练字是字内功，
要想把书法写好，还必须修炼字
外功。“所谓的字外功，就是自身

知识的修养。”亓玉宝说，练字之
余他研究各种字体的特点，以及
看一些订阅的毛笔字报刊。对于
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亓玉
宝都会记下来，并会写下1000多
字的读书笔记，这么多年来，亓
玉宝大概写了有300多万字的读
书笔记。“《书谱》、《五经四书》等
这些书籍我都是要看的，而且还
要用心钻研。”

已过古稀之年的亓玉宝，中
午从来没有午休过，晚上10点之
前也没睡过觉，他抽出一切能够
抽出的时间来练习书法，他也用
自己的行动来诠释他对书法的
喜爱。

一种追求，写下300万字笔记

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
我们已经远离了磨墨奋笔疾书
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键盘上的
十指飞舞，就如记者这篇文章的
产生过程一样。这让记者想起在
采访时亓玉宝的话：“毛笔字的
书写再不坚持，定会失传。”

“我觉得把汉字写好，实际
上就是在弘扬中国文化。现在很

多人都不会写汉字，或者说写不
好汉字，更别提毛笔字了，汉字
的书写面临失传险境。”亓玉宝
说，在众多的语言文字当中，只
有汉字才能称得上是艺术，我们
要将这份艺术坚持下去，传下
去。

亓玉宝说，他的字独树一
帜，他很希望他的字能够让更多

的人所了解所认识。他有六个子
女，但是都没能继承他的衣钵，
现在想让他的孙辈继承，更想让
更多的孩子学习书法。“我想办
一个学习毛笔字的培训班，一个
幼儿班，一个研修班。”亓玉宝
说，他想通过这个培训班让更多
的孩子学习毛笔字，让更多的孩
子学习和了解他的“亓体”。

一个愿望，让更多的孩子学习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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