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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记者来到了开化县书
法协会副秘书长、 衢州市书法家
协会会员张正忠的家里。 走进书
房便看见一张大木桌摆放在正中
间， 桌面上一支支毛笔挂在笔架
上放置左侧，中间铺了一张宣纸，
此时张正忠正坐在书桌前临摹着
《褚遂良阴符经书法解读》。 张正
忠告诉记者， 练习书法是他最大
的乐趣，现在生活变好了，空闲的

时间多了， 练习书法的时间也更
充裕了。

1973 年出生的张正忠是马
金镇高合村人， 初中时受老师朱
运昭和王正良的影响， 开始对书
法产生兴趣并开始练习硬笔书
法。初中毕业后为了谋生活，张正
忠在部队待过，也当过村书记，开
过饭店，办过建材厂，虽然工作非
常忙碌， 没有时间真正地静下心
来练习书法， 但他每次看到好的
书法作品或与之相关的书籍，都
会认真欣赏、研究。

2014 年， 张正忠回到了开
化，在县书法家协会主席吴建其、
副主席朱运昭的鼓舞下， 他正式
开始系统地学习毛笔书法。“硬笔
与毛笔是有很大的不同， 硬笔讲
究字的间架结构， 比较整齐、匀
称；毛笔则比较讲究笔法、线条、
布局等，更注重章法。 ”张正忠介

绍，不过有硬笔书法练习的基础，
张正忠学习毛笔书法进步很快。
慢慢地， 在县书法家协会里各位
老师的点拨和指导下， 他的书法
创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

“要练好书法一定要持之以
恒，勤加练习！”张正忠告诉记者，
正是因为热爱， 所以他才一直坚
持。 从 2014年开始至今，每天早
上起床后， 张正忠第一件事便是
坐在书桌旁练上两小时书法。 平
时若要有事出差， 他也会带着笔
墨纸砚，一天都未停止。正是这样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下，张
正忠的作品不仅荣获“诗画浙
江———全省旅游系统职工书画展
（书法类）三等奖”、“新农村·新农
民”衢州市首届农民书法暨“浙江
书法村”作品展优秀奖，而且还先
后入选“中国梦·乡村行”———第
二届浙江书法村作品联展、“秀水

之韵·美丽衢州” 全市书法展，真
正地成为了一名“农民书法家”。

如今， 不仅张正忠自己“痴
迷”书法，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两
个孩子也开始练习书法了。“我的
两个孩子从 5岁的时候就开始与
书法打交道了， 我非常支持孩子
练习书法。 ”张正忠相告，练书法
能够修身养性， 锻炼人的思想品
德，非常有意义，而且对一个人的
成长影响很大。

对于即将在北京举办的“开
化农民草书展”，张正忠说他非常
期待，他告诉记者，他送选了两幅
草书作品， 其内容都是古代名家
书写的开化本地古诗， 以此展现
开化丰厚的文化底蕴， 让更多的
人知道美丽的开化！

特约记者 余晓群

编者按：
“开藤化纸 书写美好生活”———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浙江开化农民草书进京展将于 10 月 26日在北京展出。这是开化农民以开化纸和草书相结合

的形式向社会呈上的一道文化自信的盛宴。 日前，记者对其中部分农民草书家进行了专访，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白纸书平生、撇捺纵性情的笔墨人生，感
知游龙出水、云烟飘动的力与美！

一卷白纸书平生 肆意挥毫如云烟 （一）

练习书法要持之以恒
———记农民书法家张正忠

近日， 记者来到了吴英其的
工作室， 一进门便看到墙上挂着
各类字画作品， 房间中间四张书
桌整齐地摆放着。坐下后，吴英其
便把他与书法的“奇缘” 娓娓道
来。

吴英其，一位地地道道的“农
民书法家”，1968 年出生于音坑

乡儒山村。受家人的影响，十岁时
第一次接触书法他便喜欢上了。
时光如梭， 转眼 41年过去了，虽
然生活十分忙碌， 但他对书法的
热爱从未改变。“小时候我写字很
漂亮，经常被老师当做典范，加上
我哥哥吴建其是一名书法爱好
者，从小在他的熏陶下耳濡目染，
慢慢地我也开始对书法产生兴
趣。 ”吴英其说，那个年代家里条
件不怎么好，没有纸墨练习，大多
时候他都是用毛笔蘸水写在地
上，或者是在沙堆里写字。尽管是
这样， 吴英其对学习书法的热情
丝毫没有动摇过。

每天一练成了吴英其的习
惯。 高中毕业后，为了生计，吴英
其去到温州，在一家企业上班。即
使工作十分繁忙， 但他还是坚持

每天练习。在温州工作的 9年间，
吴英其不仅是公司宣传、 企业报
的主要负责人， 而且还经常参加
各类书法比赛并屡获奖励。 凭借
着对书法的热爱和多年的练习，
吴英其对书法的笔法和技法渐渐
有了更深厚的认识。

由于妻儿都在老家，2014 年
吴英其便回到了开化， 从事以墙
绘文化为主的广告工作。“这几年
开化学习书法、 练习书法的氛围
逐渐浓厚，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
入书法的团队。 ”吴英其相告，闲
暇时间他经常与县书法家协会的
其他会员畅谈书法作品， 交流学
习心得， 有时也会教无书法基础
的朋友练习。

“书法也跟随我四十多年了，
我现在都上瘾了， 如果哪天不写

几个字，就感觉少点什么似的。只
要拿起毛笔，我就浑身充满力量，
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吴英其
认为， 书法最能体现中国的传统
文化， 而草书则是速度与激情的
结晶。它不仅是对性情的宣泄，更
能彰显文化的魅力。

吴英其是开化县书法家协会
理事兼副秘书长， 同时也是衢州
市书法协会会员、 浙江省书法协
会会员，但他淡化这些头衔，继续
埋头练习。吴英其告诉记者，除了
为 10月份“开化草书进京展”忙
碌外， 接下来他还会到杨林、马
金、音坑等乡镇开展墙绘工作，美
化乡村环境，提升乡村文化，为我
县的文化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

特约记者 余晓群

近日， 记者在开化鹏诚文化
有限公司见到， 省书法家协会会
员、 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怀明
时， 他正与县书协同仁一起探讨
10 月份在北京举办的“开化农民
草书展”有关工作。“开化山好、水
好、环境好，而且文化底蕴也很浓

郁，非常适合创作。 ”叶怀明告诉
记者，农民书法的创作，正体现了
开化山区人豪放的性情和昂扬的
精神面貌，应该传承发展下去。

1966 年出生的叶怀明是音
坑乡儒山村人， 受村里人文环境
的影响，从小就酷爱书法。那时候
家境贫寒，没钱买字帖、纸墨，叶
怀明就拿根木棍在地上写。 1976
年，叶怀明开始读书后，笔墨纸砚
都有了，才开始了用毛笔练字，一
直坚持到现在。高中毕业后，他到
一家广告公司上班， 专门从事文
字书写工作。因为对书法的热爱，
1992 年他便自己办起了书法馆，
在教学的同时也不忘提升自己的
书法水平。“2010 年，我特地前往
中国美院进修， 学习用笔的技

巧。 ”叶怀明相告，在中国美院学
习的 3年间，他的收获颇多，其作
品曾入选“沙孟海奖浙江省第七
届书法大展”、“浙江省温泉杯书
法大展”以及“江苏省第六届青年
书法大展”。

“练习书法首先要掌握用笔
的法度， 其次就是要多临摹古人
的字帖并学以致用， 即把古人的
法势结合自己的性情去发挥。”总
结自身 40 多年的书法之路，叶怀
明深有领会。他告诉记者，练习书
法需要不断提升自身情操、 素养
和学识， 以优秀的作品作为学习
对象，多向名师学习，多与他人交
流。

如今， 虽然叶怀明是在东阳
开办书法培训班， 但他经常会回

开化， 与县书法家协会的草书爱
好者们聚在一起， 把各自的作品
拿出来交流学习，相互点评，共同
提高。

叶怀明告诉记者， 在即将在
北京举办的“开化农民草书展”
中， 他按要求选送了三幅草书作
品， 其中两件作品选自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内容。 叶怀明
表示，艺术源于生活，接下来他将
继续用更好的书法作品来展现开
化发展的新面貌， 发扬优秀的中
华传统文化， 不断助推家乡文化
事业的发展。

特约记者 余晓群

用书法作品展现开化发展新面貌

彰显文化魅力 提升文化品位

———记农民书法家叶怀明

———记农民书法家吴英其

叶怀明草书作品

吴英其草书作品

张正忠草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