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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成就于书法事业者皆是执著而勤奋的
人。吕玉中不论做书法还是做工作都是这样的。

为了更好地学习书法， 他自费订阅了《中国书
法》《书法研究》等书法杂志，广泛收集字帖

,

现
已有

360

多本。 为提高理论知识他还多次参加
书法理论研讨会，学习其他人的心得体会。吕玉
中认为：书法是一种艺术，是高于写字的，不是
把字写工整就是书法。它有一个渐悟的过程

,

需
要时间的不断积累，需要人生经历的过程，才能
达到“人书俱老”的境界。为此，他不断外出参观
学习，拜师访友，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为开阔眼
界， 提高对书法艺术的认识和理解，

2005

年他
独自一人在北京住了半年的时间， 流连于各种
书法展览会场，遍访书法之友，促成了他书法艺
术的一次次顿悟。

“我认为不能因为艺术是无价的，就认为艺
术家、书法家就不应该多与人打交道，不应该
去谈钱。 书法作品要接地气，而书法家也要生
存，正是经过生活的历练、阅历的增长，才能
得到一种升华。 而作品无论是收藏也好，品鉴
也好，只有参与到了流通领域，这样才能不仅
体现出艺术的价值， 而且能够鼓励更多更好
的作品出现。 ”谈到自己对“以书养书”的理
解，吕玉中的见解与他的作品一样，不仅深具

文化内涵而且深蕴时代气息。 他的手抄《金刚
经》《道德经》（每幅作品长度达到八米， 字数
近八千），在北京大受欢迎，不少藏家愿意出
高价将其收藏。

“我打算一方面推广书法作品进校园，从小
培养孩子们对国学的兴趣爱好，除此以外，组织
本区（河区）本市的书法家们，和周边地区的
文联、书协进行学术交流”。谈到未来的计划，吕
玉中说，“另一方面， 想在北京建一个书法艺术
交流的平台， 让更多的书法爱好者能够凑在一
起交流经验，互相学习。 ”“没有保障，写出来的
作品也是有形无神，只有作品真正走出去，才能
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作品、认识作者，才能体现艺
术的价值所在。 ”

本报记者张继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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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浪漫翰墨魂

———访我市书法家吕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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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不变是中锋，笔锋这么一打一提，锋
在中间，线条才能深沉有力。 ”在吕玉中的书法
工作室外，尚未进门，就听见他正在和书法爱好
者进行交流。这是他在中国书法院学习时，在得
到名家指点后，总结自己多年临摹古帖之后，所

得到的宝贵经验，而现在，他毫不藏私地与同行
分享、交流。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
路，不如阅人无数。”吕玉中告诉记者，而正是这
份豁达，造就了他清秀爽朗、劲健挺拔的楷体风
格和空灵飘逸、跌宕多姿的行书体势。

� � � �吕玉中，字荻白，号大别山人、谿惠斋主，中国书法院高研班第八届学

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多年来，他的书法

作品在省市及全国多次获奖。 1982年他首次在信阳地区获得书法一等奖；

2003年在河南省获得群众书法展二等奖和“帝豪杯”铜奖。仅 2006年就获

得四项大奖，即“晚晴杯”金奖和“亚欧杯”金奖；纪念启功先生逝世一周年

书展银奖和“鸣凤杯”铜奖，尤其小楷作品被日本和韩国书法爱好者所广泛

喜爱和收藏。

书道家传以“法”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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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于罗山涩港（现灵山镇）的吕玉
中，家境贫寒，并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小
学三年级前甚至从未见过印刷品，“当放牛的
时候捡到了一张巴掌大小的报纸， 简直就是
如获至宝，看到上面的印刷体楷体字，因为不
知道外界还有印字的，而认为是手写的，我就
觉得人怎么能够把字写得这么工整标准，于
是就挖空心思地练字，一心也想把字练好。 ”

吕玉中告诉记者，“家里有一本家传的、 用小
楷写成的儿童蒙学手抄本，都是小楷，我最初
练字就是拿那个当作字帖。 ”他边介绍着边从
工作室抽屉里拿出至今仍保留完好小楷家传
字贴给记者观看。

幼年时的吕玉中受其二位堂叔吕金国、

吕金石的书学之影响，在牛背、沙滩上用木棍
仿写，“我一边放牛，一边在牛背上写字，写满
了，把牛赶到水里，水一漫过去，印子就没了，

待牛身上干了呈现出白印迹， 就这样放了五
年牛，练了五年字。放牛时，我还挖药，挖了一
个夏天的柴胡、桔梗等卖了五角钱，买下了我

的第一支毛笔，后来就在煤油灯下练字，一练
就是半夜。 ”说起幼年时代，吕玉中十分感慨，

“进入大学时，我就利用课余时间广泛收集字
帖。 正是年轻时打下的良好基础，从‘二王’的
《乐毅论》《黄庭经》《洛神赋》 等小楷字帖入
手，兼练王羲之的《圣教序》《十七帖》，终于形
成了自己的风格。 ”

“书法，讲究的是‘法’的传承，清代的石涛
曾说，笔墨当随时代，而中国的书法也在随着时
代的进步而进步。正是文明的传承，才使得书法
得以延续。 比如王羲之，比如竹林七贤，如果不
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不能感受当时的情志，是
无法发自内心地去感受书法之中的真谛的。”谈
到自己天南海北取经时的心得， 吕玉中说：“而
我们临摹古帖，如果过分地追求形似，只从其中
某一两个字中， 是无法体会到其作者当时书写
作的情怀的。这一点在我写《龟山亭记》的时候，

感受最深。 ”作为巅峰时期的代表作，吕玉中的
《龟山亭记》 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收入

2013

学生
毕业作品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