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同珍：

写写字字就就是是书书写写内内心心

毛贤君 任允好

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
出类拔萃的书法家应该是诗
书画俱全。中国图书馆学会
会员、中国文人书画家协会
会员、烟台图书馆副研究馆
员张同珍就是一个全才。

谈起缘何走上习书之
路，他说是因为工作需要。
1978年从部队转业，先分配到
烟台市文化馆工作，1982年10

月调到烟台市图书馆任外借
部主任。改革开放初期，烟台
市图书馆购书经费少，图书
流通量大，破损率高，张同珍
先生就组织工作人员每年要
修补破损图书一千余册。旧
书装订修补好后，要重写书
名，毛笔字不漂亮就拿不出
手，自此他就决心学写毛笔
字。

多年前，烟台图书馆里有
个翟辛灵老先生，更加赞赏他
学习书法，指出：学写毛笔字
要先从楷书入手，先要临帖，
并找来一大摞古代名家字帖
供他临摹学习。张同珍见到这

些字帖如获珍宝，他深深地爱
上了祖国博大精深的书法艺
术。古人学颜真卿、柳公权，米
芾、黄庭坚、沈周、王铎，今人
学沈鹏，真是读帖晨寂处，习
书夜阑时。

三十多年来，同珍先生
每天至少习书二小时以上，
除春节大年三十休息两天
外，节假日更是全天习书从
未间断。为了提高书法理论
水平，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起，就自费订阅书法方面的
专业报刊，见到好的文章、书
法作品就按真、草、隶、篆分
门别类剪下来，日积月累辑
录一大摞剪报本。有些甲骨
文、篆字怕忘，就原文和释文
一笔一划地抄下来，共抄了
两大册计20余万字。只要功夫
深铁柱也能磨成针。

北京人民画院的资深书
画家认为张同珍的书法用笔
藏转流畅多姿，形成自己古
朴典雅，俊逸大气的独特风
格，其山水、花鸟画或率真天
成或形神俱得，有浓厚的书
卷气。其书画水平达到国家

一级美术师的标准，被入选
“国家一级美术师网(北京人
民画院 )”，《青年文摘》杂志
2013年第20期在后封面还刊
登了张同珍先生入选国家一
级美术师网的消息。

张同珍工作习书两不
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钟
鼎文《散氏盘》为西周后期金
文的代表作，为历代书家所
钟爱。但古文字学问深奥，

《散氏盘》中有些字读音、字
义难以确定，一些大学者之
间如清代的阮元、近代的王
国维、丁佛言等分歧很大，可
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
提高篆书创作水平，搞清《散
氏盘》的成器年代，他用了整
整三年时间，经多方考证、计
算，旁征博引，终于弄清《散
氏盘》盟约年代。他把研究心
得写成《散氏盘盟约年代之
我见》，2005年荣获“中国百科
优秀论文”一等奖，并在中国
国际专家学者交流网向世界
公开发布。2007年5月被收入

《中国百科优秀作品(论文)获
奖精品集》，由中国百科文库

出版社出版发行，受到有关
专家的好评。

“写字就是书写内心，每
一个字都有情绪和情感”同
珍先生性情内敛，他说，有时
候用语言表达不出的东西，
就习惯性化于笔端，让字代
为言说，而写字也给了他更
多的自由和空间——— 他愿一
生都握着这支笔。

(节选自姜瑞光先生主编
《大众文化休闲》2012年8月毛
贤君、任允好的报告文学《挥
毫研古籍工作最美丽》作者
做了修改补充，标题为本报
编者所加）

男，1947年出生。山
东平度人，烟台图书馆副
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北京人民画院)，中国文
人书画家学会会员，烟台
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1965年入伍，在江苏
省独立二师宣传队从事
二胡、月琴演奏及歌曲创
作。1982年转业到烟台，
从事图书馆借阅、古籍研
究工作。钻研书法 3 0余
年，临摹了颜真卿、柳公
权、王羲之等名家书帖及
散矢盘、大盂鼎、毛公鼎
等钟鼎文。参加全国书法
比赛荣获《中国书画名家
金奖大展赛》五项金奖及
各种奖项三十余次。书画
作品入编《新中国书法家
选集》。

张同珍艺术简介

1 .“彩墨倾情——— 香港
艺术家蔡健如中国画
展”
时间：20-23日
地点：烟台美术博物馆
2 .《林泉赋——— 中国画
的山水世界》
时间：至2015年1月
地点：烟台市博物馆
3 .“执着与坚守——— 顾
伟玺中国画巡展 (烟台
展)”
时间：18-20日
地点：烟台画院
4 .“此时此刻”7080当代
青年艺术家作品联展
时间：至30日（已开展）
地点：景德镇当代艺术
馆
5 .“白话”刘庆和说
时间：17-29日
地点：北京画院美术馆

◎展览资讯◎

刘庆昌

在卢浮宫的大厅里，参观
的人们比肩接踵，络绎不绝，
来自各国各地区不同肤色的
艺术家们及游客们无不被这
些人类顶尖的艺术大师们的
巅峰之作所震撼，人们在每张
经典作品前驻足，或认真端
详，或细细揣想，或拍照，或临
摹。

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还有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是
一群孩子，或小学生或中学
生，他们排着队伍来到大师作

品面前席地而坐，聆听一位年
轻貌美的女性老师或一位绅
士般的男性老师在解读这张
经典之作背后的故事，及画家
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技巧，老师
边讲解边提出一些问题，同学
们的回答也很踊跃，回答问题
的同学会走到那张名画面前，
一边看着名画一边跟自己的
同学回答老师提问的问题，老
师会在其中插言或更正这位
同学的回答，为同学们做出更
准确的解读……

这是一堂普通的美术课
或者一堂普通的美术史论课，
这样的课程没有什么稀罕，我
们从小学到中学也有这样的
课程，但能在人类一流的艺术
宫殿里亲眼目睹大师的经典
之作，并能解读大师的思想和
灵魂，这种得天独厚的教育模
式却是我们所不能及的。

在和老师的攀谈中还得
知，他和同学们会经常到这里
来上一堂这样的课程，这时我

的内心是惊愕的，是复杂的，
让我歆羡之外的是感慨，他们
那么小的年龄，就能够踩着大
师的肩膀上和大师直接对话，
而且终生都能沐浴在艺术大
师的雨露之中，汲取人类艺术
的最浓烈的养分，而我们却只
能等到考入美术院校后才能
从复制品或印刷品里和导师
的传授中去解读揣摩大师的
片言碎语和一点表象的东西，
单从学习绘画这一点来说，这
不能不说是一个先天而致命
的距离。

当然我们并不气馁，近百
年来，有无数的艺术有志之士
远渡重洋去追寻人类艺术的
真谛之源，他们将他们学到的
理解到的艺术精髓回到自己
的祖国一饭三哺地传达给新
一代的艺术后生们，这样下来
近一个世纪，在远离艺术真谛
之源的土地上也诞生了一批
优秀的艺术家，这是值得庆幸
的成就。

致致命命的的距距离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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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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