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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马长城窟行

汲古

自古英雄出少年

车马喧巷

塞翁失马

万点落花舟一叶

寒夜客来茶当酒

万马战犹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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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交顾宝章先生已逾40载。那时我只是一个从农村知
青转入工人行列的一只“土鳖”，啥也不懂，啥也好奇。然却
不着边际地偏爱吹拉弹唱，每每有文艺演出，便削尖脑袋设
法去享受一番。当时作为滁县地区最有名的器乐演奏家顾
宝章，我曾有幸几十次目睹其温温尔雅、谦谦君子的舞台风
采，其演奏的竹笛、二胡、京胡、萨克斯、单簧管，更如天籁之
音，声声入耳、沁人肺脾，让我如痴如醉、欲罢不能。从那时
起，我便成了他不认识的“铁粉”，我还曾几次找人叩借过录
音机，录制他演奏的美妙音乐，伴随青春年少的我，度过无数
个不眠的夜。后来又闻他居然还能“写得一手好字”，于是更
加肃然起敬，从而进一步激发起要拜识他的欲望。

天遂人愿。20年后，在《安徽法制报》滁州记者站站长倪
明先生的引荐下，终于有幸结识宝章先生，承蒙不弃，与他称
兄道弟，你来我往，交往甚密，其乐融融。

顾宝章，笔名宝璋、君望武陵、南谯樵夫，号穿石斋主，祖籍
宿州。1947年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饱受儒道两家文化熏陶，
对琴棋书画情有独钟，并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他6岁上学，13
岁辍学，同年考入宿县京剧团，从此走上艰辛的学艺道路。

文革时，顾先生已是小有名气的器乐演奏家了，又如何

走向书法道路的呢？其中有两缘由：一是上小学时，一次因
贪玩把书包弄丟了，父亲借来语文课本，犹如神助，竟一夜之
间用蝇头小楷手抄完成。第二天，老师不仅没批评他“放牛
的把牛丟了”，反而爱不释手地捧着手抄本，号召全班同学要
把字写好。后来全校都知道了，校园里掀起一股写字热。顾
先生幼小的心灵深受震撼与鼓舞，同时也埋下了书法艺术的
种子；二是文革期间，他在回宿县探亲的日子里，跟随比他书
法出道早的弟弟顾典章，偷偷听了两场李百忍先生让人热血
沸腾的书法讲座和作品观摩，使他大开眼界，如沐春风，久旱
逢霖，从而坚定了他向先贤学习、向父辈学习，要写出最好的
书法，把传统艺术的美丽带给人间的信念。

时不我待。他从牙缝里抠钱购置了纸墨笔砚，又从废品
站扛来几梱旧报纸，说干就干。先生虽个头不高，但他是行
动的巨人。10年文革，10年寒窗，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排演
好样板戏外，其它活动一律不沾，手不离笔、曲不离口，一门
心思闷头练书法、练乐器。炎炎夏日，赤膊在旧报纸上泼墨，
或用清水在地上横平竖捺；数九寒冬，跺脚取暖，一改幼儿时
就有的睡懒觉“下床气”习惯，而闻鸡起舞。还学着父亲当
年，把毛主席著作“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
公移山》分别用真草隶篆通写一遍，凭着这滴水穿石的精神，
功到自然成，他的书法伴随着美妙的音乐，产生了质的飞跃，
一举把昔日“打酱油”的帽子扔到了清流河里，欣然实现了从
音乐家到书法家的华丽转身。

艺不压人，多多益善。顾先生的书法达到一定高度后，
“学艺永远在路上”，拜我国竹笔大师李国桢先生为师，专攻
硬笔书法18年。名师出高徒，他手持竹筒，如握萨克斯，得心
应手，随心所欲，鸣奏出一幅幅清新雅致的竹书佳作，飘到了
五湖四海，走进了百姓人家。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1993年，他的作品参加中
国书画联谊会举办的大赛，获得优秀奖，作品被渤海书画院
收藏；次年又一幅作品挺进了《当代书法家楹联全集》；1995
年有两幅作品入选《现代书法杂志》第二期；同年再次参加全
国欧阳询书法大赛并斩获二等奖；同年又捧回全国“三龙杯”
书法大赛精品奖奖杯。小试牛刀，锋芒毕露，迎来了他艺术
创作的高光时刻。从那以后，省级以上比赛或展览，只要他
参加，均能年年捧得奖项归。2021年底，他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首届“星海杯”大赛中夺得银奖。顾先
生最高奖项为2009年在加拿大中华诗书画国际大赛中荣获
二等奖。至于地、市一级比赛，拿奖拿得手都软，就忽略不记
了。他的作品和传略被收录《中国当代楹联墨迹全集》《中国
当代书画家名典》《新世纪书画艺术界人才录》。他还被邀聘
为8家书画专业机构担任书画师。

你问我顾先生艺术造诣有多深？我乃外行，不敢妄议。
只晓得那是1986年的一个春天，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女书法家
肖娴女士，带“金陵七子”游历琅琊山，称赞顾先生作品“古质
其中，秀美其外，不失法度，如再接再励，终会成大器。”还有
琅琊山“最受欢迎”的常客、中国著名画家刘兴泉也曾评价
说:“看过此先生数年作品的对比，明显已早‘破圈’，现最起
码在人才济济的滁州当属天花板水平。”而当代中国书画名
家张生先生，最近看了顾先生作品后，则感慨：“先生了得！
运笔质朴、飘逸洒脱、粗犷大气、体势多变，阅读如同饮一壶
老酒，心有千千结，浅酌慢滋味，醉了心头，醉了年头，醉了人
生几度秋，一任岁月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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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音乐里飞出
真草隶篆的旋律
——顾宝章先生的书法人生

□赵国庆/文

▲笔耕心田（行书）

▲厚德载物（隶书）

▲《醉翁亭记》（隶书）

▲《滁州西涧》（草书）

◀《难得糊涂》（行楷）

▲《沁园春·雪》（草书）

顾宝章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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