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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瓢居书话
张华中

二一七

“孩儿 体 ”雅 称 “童 稚 体 ” ，其 源 于 契 刻 、民
间碑铭等 ，兴于魏 ，继之清 ，延之民国 ，泛于当
代 。

其 形 ：天 真 率 意 ，无 拘 无 束 ；其 意 ：憨 态 可
掬 ，以奇生趣 ；其韵 ：朴拙有稚 ，浑然天成 。 貌
似任意而为 ，实则循法纳章 ；看若顽气酣足 ，却
又高谢风尘 。非大家不能为之 。如执着憨态 ，令
老妪妆羞涩 ，喝侠士扮扭捏 ，不伦不类 ，令人掩
口 。 “虽自己而可求 ， 终杳茫而无获 ” （张怀瓘
《书断 》 ） 。

其故不成 ，概为失于敬畏 ，败于轻慢者也 。
勿刻意为 “孩儿 ”而 “孩儿 ” ，待 汝 “意 与 灵

通 ，笔 与 冥 运 ，神 将 化 合 ，变 出 无 方 ” ，诸 法 完
备 ，大器晚成时 ，笔下 “孩儿 ”呼之欲出矣 。

能真正称得上 “童稚体 ”的 ，唯弘一法师无愧
也。

二一八

甲骨宜癯不宜腴，石鼓宜阔不宜狭，金文宜静
不宜躁 ，大篆宜古不宜妍 ，小篆宜畅不宜拙 ，简书
宜疾不宜拘 ，隶书宜肃不宜谑 ，楷书宜庄不宜狎 ，
行书宜逸不宜滑，章草宜便不宜陋，小草宜舒不宜
放，大草宜纵不宜乱。

二一九

临帖持久，人皆知之。 思异而朝三，猎奇在暮
四，纵闻鸡起舞，焚膏继晷，亦难以久计。

岁月不居，世事如棋，而况于书乎？ 故执着于

庄者同于庄，拙者同于拙，躁者同于躁。
同于庄者 ，庄亦乐结之 ，同于拙者 ，拙亦乐

结之 ，同于躁者 ，躁亦乐结之 。 恒不足焉 ，有不成
焉 。

二二〇

《金刚经》被佛家奉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
父，众圣之所依”，为代表大乘般若思想之经典。 其
“善护念 ”“无所住 ”“种善根 ”“生净信 ”“如是观 ”
“无为法”所表现的“大自在”“大觉悟”与古今书家
所持理念相交相合、相得益彰，无不启迪书家在尊
道、尚德、抱志、修心、无为、舍得、知白守黑等人生
智慧的海洋上 ，自荡修行之舟 ，心志如一 ，到达理
想彼岸。

（未完待续 ）

（接上期）

·感悟书法·

·书画名人·

难以忘却的纪念
李郁

我和刘登龙先生说不上熟稔，因意外相识而客
气执手，我是弟他为兄。 相识后，我们也曾相聚小
叙，多是聊书画诗艺及本地古今文化事。 由此，我知
他热爱文史且涉猎深广。 他的去世，使我悲西华县
乃至省、市书界失去了一位巨擘，也悲其众多门生
及私淑弟子失去了敬仰的导师。 先生作为一任乡
贤，虽多年身居省城，但乡情殷殷，圈子里的人都知
他一直关心家乡文化事业的发展。

因人去而怀旧， 也使我想起多年前曾读过先
生为 《理勤功画集》 而作的文章。 也许是书画同
源， 这篇文章充分显示了刘登龙先生欣赏绘画的
高超水平， 其语言优美而文雅， 其评价精练而深
邃。通过赏画，不仅表达了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和
惺惺相惜的文人雅士之情怀， 还展示了先生的另
一面———写作的深厚功底及擅于文字表达的天
赋。 全文如下：

须知极乐神仙境 修炼多从苦处来
———为《理勤功画集》作

刘登龙

“女娲炼石补天处 ，石破天惊逗秋雨 。 ”借李
贺的两句诗冠以本集弁言之首 ，自然妥帖 ，切合
实际 。 因为画册作者诞生地西华的县城中心广
场屹立着一尊女娲补天的塑像 ， 便为首句诗找
到了注脚 ，而正是在这里 ，前所未有地推出了一
本颇为精美的 《理勤功画集 》，无疑是 “石破天
惊 ”的非凡新闻 。

理兄乃我故友，回忆旧情神交已久。上世纪六
十年代末，他在县剧团从事舞美设计，用一手熟练
的鲁迅体和宁斧成隶意字体书写戏报，风格独特，
色调和谐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非常羡慕 ，很想结
识，惜无中介而机遇难期。 时逾两载之后，该团到
我家乡演戏，一次偶然的机会得以谋面，他热情和
气、平易近人的风度使我一见如故，语言投机。 其
实，真正相知是于 1975 年。 我们同时被抽调到县
陈列馆绘制版面 ，因趣好相同 ，墨缘笔情 ，自然缔
结友情 ，兄年事稍长 ，可谓忘年之交 。 自此至今 ，

屈指近 20 年了， 他居然成为出色的花鸟画家，而
我则弃画学书而混迹墨林，于绘画焉则爱莫能及。
然理兄并不嫌弃，仍与我存高山流水之谊，每有佳
构 ，必邀我同观 ，即借此为题 ，论及艺事 ，见仁见
智，放言无忌 ，或旁涉其他 ，海阔天空 ，浅斟小酌 ，
谈笑风生，其过从之密，由此可见。

我很赏识理兄的画 ，特别是鲇 、虾 、蟹 、蛙 ，画
得纯熟自然 、若不经意 ，故被同好戏称为 “水产经
理 ”。他深谙齐公笔法 ，信手拈来 ，奇趣横生 。出乎
意料的是这部集子却避熟就生 ，把得心应手之作
作为 “保留节目 ”，其选寥寥 。而集中作品 ，题材广
泛 ，风格多样 ，显示出他多元探索的全面才能 。观
其画如见其人 ，大作一经过目 ，便蓦然给你一种
诙谐 、睿智 、灵动的感觉 ，作品不仅具有传统的继
承性 ，也有锐意创新意识的代表作 。

读此集中的画 ，会给你以散释困顿 、赏心悦
目的舒适感 ，把你引入一个妩媚秀逸 、恬淡宜人
的清丽境界 。 那骨强力胜的 《觅春图 》构图缜密 ，
丰润华滋 ；大笔濡染的 《浴寒图 》酣畅淋漓 ，浑厚
稚拙 ；干裂秋风的 《静思图 》骨法用笔 ，清癯瘦
劲 ；寓意隽永的 《葫芦双雀 》放纵奔逸 ，气势开
张 。 尤其是异彩纷呈的梅花 ，或魄力雄强 ，或娇
艳俏丽 ，蕴含着画家对美好自然的向往和追求 。
还有竹石之刚健 、牡丹之雍容 、苍鹰之雄壮 、飞
雀之机警等等 ，无不形诸笔墨 ，寄托情怀 ，余乏
慧眼 ，难以尽述 。

俗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 理兄有此成
就，功在于勤。 他少小矢志，笃爱丹青。 乡人传他
自小爱画，无论群仙诸神、高人雅士，祥麟瑞禽、山
石花卉 ，凡有所爱 ，皆收画本 ，精心描摹 ，力追逼
肖，往往废寝忘食、夜以继日。进入中学时代，好之
尤甚 ，痴迷有加 。 久经广博之观 ，便发约取之想 ，
开始对近代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写意花卉产生倾倒
之情， 心仪手摹， 探奥寻幽。 在家境贫寒的情况
下，节衣缩食购置画具、图谱，或转借他人书籍，口
诵手抄，蒐集资料。 同时，投师当地知名画家张纯
熙先生，悉听指点。 这种执著追求的精神，使他刚
满十八岁便有处女作 《荷花螃蟹》 发表于省级刊
物 ，同年成为省美协会员 ，真可谓年少有才 ，锋芒

初露。辍学之后，或稼穑之余，或工作之暇，刻苦自
学，坚持不懈，寒暑无间。

1976 年 ，他调入县文化馆 ，正值壮岁 ，年富力
强，学有所用，独擅其长，为学日勤，其艺日精。 趁
业务之便， 游历祖国名山大川， 画了许多自然写
生。 同时，结交诸多画友，交流心得，切磋技艺，其
绘画水平突飞猛进。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他举办的
黄山风光写生展览 ， 洋洋 40 余幅作品令满室生
辉，赢得观众交口称赞。 然而自此，他好像悟出了
什么 ，扬弃自我 ，孤注一掷 ，继续耕耘在最初钟情
的花鸟园囿之中，却很少见到他的山水之作。近年
来，美术界大胆创新的号角，鼓起了他锐意变革的
风帆，为尽快找到适情合意的契点，曾于近知天命
之年赴中国画研究院进修研学， 拜当代著名画家
崔子范先生为师，并聆听研究院诸位大师的教导，
于是艺风骤变，面目迥异，笔墨恣肆，章法奇特，开
始向更深层次掘进。

这部画集 ，是他画风蜕变的真实记录 ，既有
传统面目 ，又有时代特色 ，从中可以窥探出画家
不断进取 、脱胎嬗变的历史行踪 ，也是任何一位
真正艺术家不能超越的客观规律 ， 古今中外 ，概
莫能外 。 变是绝对的 ，而值得引以为训的是其尊
师崔子范先生的告诫 ，变革的成活率很低 ，变成
功的很少 ，变失败的却很多 ，有的至今还没有变
过来 。我为理兄的不断变革感到欣慰 ，充满希望 ，
我相信凭他那勤奋精神和颖悟天资 ，一定能够成
为前者 。

作为相知有年的同好 、挚友 ，为其出画集异
常感奋 。 想评说些许 ，又绠短不及 ，勉成该文 ，以
寄吾情 。

1993 年阳春于三惜堂

两位同出西华的先生在书画界都是国字号的
存在， 作为书画双璧显赫于世。 而书家为画家作
评，自然真诚为文，叙议之间，表情达意成佳作；而
画集之中，文图并茂，一段佳话永流传。

重读这篇文章，是我对先生的深情怀念，更是
对先生难以忘却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