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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年月书法家多，走到哪里你都能碰上一两个，甚至好几个，但让人赏心悦目，让人抬了头而且往心
里去的，总是不多。
这种现象跟文学界一样，会写能写的人遍地都是，但有灵魂的文字却总是少而又少。
我总是觉得，一个人能写几行好字并不难，难的是能否在众多的作品中写出自己的风骨，并且傲立于
世。
认识刘德宏的时间并不短，但他的字我却只见过一幅，而且是匆匆地过了一两眼，那是在网上，但记
忆深刻异常。
有天我乘坐出租车，从大街边的一家茶庄前经过，茶庄的名字郑记本草堂虽然一闪即过，但我却当即
认定，那必定是刘德宏的笔墨，后来一问，果然。
我想这就叫做真正的书法家了，一个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书法家。
刘德宏的字很像刘德宏，不张扬，但又很有个性，是那种地道的字如其人。
字当然是书法的字，我不太懂；但人，我想说的是有关修养，有关造化，有关境界，没有这些，写出
来的字就会永远只是字而已。
字谁都会写。
我也会，但我不懂书法，所以，我特别敬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他们的字不光写得好看，而且写得
有味道，写得有内涵。
书法家的字是值钱的字，值钱就值钱在他们的字不仅仅只是字。
刘德宏的字，就已经是这样的字了。
他的字，听说已出手到五六千、七八千，甚至有一两万一幅的了，而且名声在外。
有人为了求他的字，天远地远的总是先把钱给他寄来，然后等待着某一天能得到一幅两幅，然后收藏
在屋里。
刘德宏的字能有今天，当然不是一天两天或者一年两年的事。
有一年他带着一伙人搞一个书法活动，搞到最后因为经费紧张竟没了饭吃，他只好找到一位饭店的老
板，让老板给他安排两桌，他说他可以给他两幅字。
老板当时愣了半天没有答应，心里也许在想，我要你那两幅字干什么？
你那两幅字摆在桌上能当饭吃么？
好在有人提醒老板：划算，不会吃亏。
老板才勉强摆了两桌。
几年后那老板才发现，自己的两桌饭其实比刘德宏的字便宜多了，就是再请个十桌八桌也是值得的，
于是发话给刘德宏：何时再来？
自然是想再拿几幅。
他哪里知道，此时的刘德宏早就不是旧日的刘德宏了。
刘德宏的字，也不是说拿就拿的。
东西几年前就求过他一幅字，一直也还在求，可到现在都没有到手。
东西说你不是会反悔的人吧？
他说不会。
他说我会在状态最好的时候给你写一幅的。
这话听得让人舒服。
我也相信好字不是每天都可以写出来的，否则就只是老师写在黑板上的那些字了。
有这等自律是很难得的，这显然是需要进入一种境界才能有的，他让你仿佛看到了一个人，在一步一
步地往峨眉山的金顶走去，他在越走越高，越走越接近，而不是往下走，越走越低，最后掉在山脚的
草地上。
刘德宏以前是学会计的，听说打算盘可以打得噼里啪啦响，我曾想，如果是在旧社会，如果你在东西
家的庄园里看到他，你会误以为他是东西家的账房先生，可他后来竟然潜入了报社，当了记者，当了
编辑，听说还曾暗地里爱好过文学，专门研究过东西，研究过毕飞宇，还研究过贾平凹，不知道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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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研究过鬼子，最后是发现文学的院子太深，太杂，树也太多，路也太烂，能看到阳光的机会太少。
东张西望了一番之后，便把文学的门堵了起来，然后埋头练起了书法，没想到他竟然成功了，真不知
道这是上天的怜悯还是他自身努力的结果，也许是兼而有之吧。
刘德宏长得有点过于精瘦，尤其是脸，我曾好心地建议他在下巴那里种几根像样的胡子，好让自己更
书法家一些。
听说他也用心地试了，但没有等我看到是何等的模样，他就自己关门一根一根地拔掉了。
说是难看。
他的下巴如今依旧是白净净的，除了脸上那副廉价的眼镜，怎么看都看不出他的身上哪一点像个书法
家的样子。
整个夏天，也老穿着一种工装似的衬衫，看上去总让人怀疑是从河内那边过来探亲的。
可他自己说这不重要。
他说重要的是他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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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广西著名书法家刘德宏先生的作品集，书中收进其精品佳作69幅，有诗词、楹联、条幅、
扇面等形式。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刘德宏书法>>

作者简介

　　刘德宏，全国“60后”代表书法家。
1963年11月生于广西巴马，全国第八届文代会代表。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广西书法家协会驻会秘书长。

　　书法作品入展（含特监审及评委）首届及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作品展、第四届全国楹联书法大
展、全国千人千作书法大展、第六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首届及第二届中国西部书法篆刻作品展、
第三届全国扇面书法艺术展、全国首届手卷书法作品展、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全国“60后”代
表书法家提名展、第二届兰亭书法双年展暨兰亭雅集42人展、第三届北京国际书法双年展、清华大学
百年校庆书法名家作品展、全国百名书法名家作品展、全国著名书法家行草作品展，书法作品获全国
首届篆书作品展三等奖、“别克君威”全国书法大赛优秀奖、第二届“杏花村杯”全国电视书法大赛
入围奖、第一届广西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一等奖、第二届广西“百花”书法作品展一等奖、第五届
广西政府文艺创作最高奖——铜鼓奖。
作品被张海书法艺术馆、中国美术馆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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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对自己的作品总是感到不满意。
在这之前，从没办过个展，连名片似的小册子都没出过，一直没有胆量出作品集。
有一次我与吕金光聊天，谈到出作品集，他也有类似的烦恼。
但洪厚甜不这样看，他说，能写出当时状态的作品就可以了，儿时穿开裆裤的照片，如今看起来也是
珍贵的。
齐玉新则更加偏激，他对我说，对自己的作品，你不会有满意的一天，就算成了大师，你也不会满意
。
如此下去，你这辈子永远都出不了书。
于是我有了出作品集的胆量。
开始我只打算出一本三四十页的小册子，装装门面就行了。
谁知一些书友知道后坚决反对，说什么如果不一步到位，将来一定会后悔等等。
在他们苦口婆心劝说下，从小册子到16开，到8开，越弄越大。
我觉得出书和搞装修没什么区别。
一个人到了为出书而张罗之时，也就是他顾忌最多的时候。
我本来是想找一个名人或者领导、好友写序的，但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这不是强人所难逼着人家为
自己说好话吗？
当我动了自己写序的念头时，旋即又自我否定——怕别人说我王婆卖瓜。
所以只好拿鬼子调侃我的一篇旧文充数，——当然，我没有征求鬼子的意见，担心他又据此敲诈我要
茶叶。
言归正传。
我的书法之旅，与60后出生的书友相比没什么特别。
中专毕业时，我分配到一个叫凤凰公社（现在叫凤凰乡）的粮所当会计。
粮所没有食堂，我经常到供销社食堂开饭，经常在蒙有周（现在叫蒙麓舟）宿舍，一边看他写字，一
边等着开饭。
虽然受到影响，但当时我最大的兴趣是下象棋，后来还在巴马县的象棋比赛中拿了冠军。
正儿八经学写字是1987年到华中理工大学读书之后，毛笔是学颜真卿的《多宝塔碑》，钢笔学的是顾
仲安，因为蒙有周也是学这两个人的，我也没考虑到是否适合自己。
当时老是写不过蒙有周，就感觉到再写这种字可能不行，必须另起炉灶。
于是就学当代一位名家的字，还是不行，又写了米芾。
一段时间之后，又丢掉米芾，写吴昌硕。
说到吴昌硕，我也是在有周家里看到了一本薄薄的《吴昌硕字帖》，记得是沙孟海题的书名。
我当时看到吴昌硕的字那么丑、那么霸悍无理，心想这是书法吗？
我当时怀疑，也怀疑自己的审美！
我跟有周说这种字行吗？
简直是乱来。
当时看不懂，也不在意，就是感觉很丑，乱七八糟。
但是一年之后就喜欢上了，而且上手很快。
对我来说，学吴字最大的好处是我的字不那么嫩了，线条比原先老辣很多。
我的工作经历和我的书法有很多相似之处，觉得不喜欢就换，换单位，换字帖。
先后在凤凰公社粮所、巴马县粮食局、农委、政府办、河池日报干过。
具体地说，先后干过会计、干事、秘书、记者、编辑。
2005年3月调到广西书协。
我原先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很容易冲动。
有了这些经历之后，性格逐渐变得细心、严谨、认真，眼界和综合素质都有长进。
我学书法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从小就爱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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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喜欢文学的程度要超过书法。
加上在河池日报期间看到东西那么风光，觉得文学比书法更有搞头，所以就萌发了写小说的念头，曾
在《广西文学》等省级刊物发表了几个短篇。
有一次在一起聊天，我让东西帮我把脉。
东西对我说，你现在写小说起步有点晚了，身体又不好，不用说写，就是叫你每天抄几千字，你的身
体也受不了。
我觉得你的书法很有味道，这是你的强项，不一定非要写小说。
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一心一意搞书法。
除吴昌硕之外，又临了很多字帖，但很快就放弃了。
临写时间长一点的是赵之谦、徐生翁、石门颂、八大山人。
2001年临弘一法师。
开始写弘一的时候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上手很快，一下子就可以用来搞创作。
我当时跟我的朋友陆家康说，我拿弘一的字抄毛主席语录都可以搞成作品。
但没想到遭到陈国斌老师的反对，他说我选择了一个绝题。
他的意思是说，弘一的个性太奇特，演绎的空间太小，不容易走出来。
现在想起来，陈老师的话是对的。
弘一确实不适合大多数人，就算是对弘一的书法特别有感觉，但要是消化功能不是太好的话，学弘一
是很难走出来的。
近几年我在弘一的基础上，着重对用笔、线条、造型、章法及墨色进行改造，同时又揉进了草书的线
条和造型。
因为弘一的书法没有草书，所以难度不小。
后来我又对伊秉绶和金冬心下了一些工夫，从他们身上提炼了一些东西为我所用。
我做任何事都很讲究方法。
这也是我一向的观点。
有一次鬼子问我的书法是如何起步的？
我说当初学书法的时候，我就想，我们巴马本地的书法家虽然在巴马影响很大，但是出了巴马就不行
了。
我不能学他们的字，要学就学古人的、学大师的。
所以我和蒙麓舟、韦渊，一开始就学古人和大师的法帖，没有走错路。
鬼子听了以后笑了笑说，看来巴马人还是蛮聪明的。
刘德宏2011年5月2日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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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刘德宏的字很像刘德宏，不张扬，但又很有个性，是那种地道的字如其人。
——鬼子（广西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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