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石城山记（书法） 张文佑作

▲

对联（书法） 张文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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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里看到作家庞余亮晒出他朋友
张文佑的书法作品，很是吃惊，且不说张文
佑尚为一个失去双臂、用嘴咬笔的书写者，

即便是一个双手健全的人， 要想书法作品
达到这样的境界，也极不容易。 纵观张文佑
的书法作品，其楷、其行、其草，可谓当下中
国书法的一朵奇葩。 这种凭借几十年坚持
不懈得来的书写功底， 加之又有灵性的书
者是十分可贵的。 他们大隐于市，更使我笃
信“书法在民间”的箴言。

张文佑的书法虽非同步文化教育培养
形成的，全靠临池苦练而成，但是，如果仅
仅靠苦练， 未必能成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
脱俗书法家。 只有靠着自己对书法的审美
灵性，才能获得超越法度的大成。 张文佑带
着一双寻找美的眼睛去写字，他“咬定青山
不放松”，换得“口吐珠玑”的盛名。 的确历
经了千辛万苦，才有了如今的气象。

毋庸置疑，张文佑因从小痛失双臂，无
意间走上书法之途，如果仅仅为了混饭吃，

用嘴咬笔作书，在街头秀一把，他就可能坠
入街头艺人的江湖书法窠臼， 走向书法的
歧途。 张文佑的书法是在正规的训练中，用
嘴代笔， 寻觅到了比常人的手还要灵活的
审美表达路径。

读张文佑的字，一眼便可找到“二王”的
来路。 当我第一眼看到他临摹的王羲之《兰
亭集序》时，便大为惊叹！ 叹的不是因为他是
用嘴咬笔写出了如此仿真的帖子，而是惊讶

他独到的审美眼光。 他不像广大临摹者那样
一味追求无限接近真品，而是有了自己审美
意识的介入与渗透。 我观其字里行间，不仅
写出了醉态中王右军的那份浪漫与潇洒，字
形结体笔意都神似，更重要的是，在神似之
中，张文佑却在结体上有所变化，在笔意上
更为洒脱。 这些细微之处的变化，都饱含着
临帖者审美提升的冲动和创造的欲望。 也
许，我对这些细部变化的褒扬，并不能得到
人人认同，但我从中看到了一个书法审美者
的追求。 只有不迷信名家大师，才能走出困
囿，形成自己的书写风格。

张文佑的正楷， 一看就让人想起馆阁
体，虽然赶不上“台阁体”的“二沈”（沈度、

沈藻）， 也绝对不输于当今许多名家临摹
者。我最欣赏的是张文佑的行楷和行草。在
《一觉心相》书法集中，多幅敬安大师诗抄，

尤其是扇面中的大师诗、诗三首和诗五首，

让人沉湎在隽永瑰丽、 清峻挺拔的审美意
境中。 在规整之中， 两幅行书却是各有千
秋，“八指头陀诗三首”是优雅的馆阁体，而
小品“咏大德诗一首”却在庄重法度中现出
了优雅，实乃有碑帖之韵味。

张文佑的未来还很长， 若想在书法史
上留下印痕，我并不担心他的毅力，却是不
知他的审美眼光是否还能提升一步， 摆脱
馆阁体的束缚，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博导、著名文
艺评论家）

张文佑，字德辅，法名一觉，号月台经
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福建泉州市书法
家协会常务理事。 1970年生，祖籍河南，现
定居泉州。幼时因触电失去双手，少随书法
家耿春林先生学习书法，以口捉笔，研习历
代名家碑帖。 稍长，游历名山大川，探访名
胜古迹，书艺渐进。

1997年，负笈上海，再拜老书法家刘惜
闇先生门下受教多年。 同时应上海真如寺
方丈邀请， 历一年余时， 以金粉小楷抄就
《妙法莲华经》长卷五百余米（现藏於上海
真如寺华东第一佛塔宫内）。2000年德国鲁
尔大学将书写的行书 《桃花源记》 镌刻成
碑，立於该校内，并应邀赴德进行文化艺术
交流。

2010年秋，在泉州承天寺寺庆 1050周
年之际，承天寺方丈向愿大和尚特意安排，

为我举办个人书展以助其兴。 香港硕儒饶
宗颐先生闻之并观拙作后， 欣然为我题写
“勇猛精进”四字以资鼓励及期望。2011年，

又投书法家张荣庆先生门下再聆教诲，以
求精进。2012年，在泉州承天禅寺发心五年
以金粉小楷抄就八十一卷大华严经一部，

近百万字。 现藏於寺中。

书法作品获奖、入展：全国首届青年书
法篆刻奖、全国“杏花村杯”电视书法大赛
入围奖、全国首届册页书法大展、第六届全
国书坛新人书法展、 中国第三届书法兰亭
奖、中国海西书法大赛二等奖、全国第二届
“观音杯”书法大赛优秀奖。

▲十三行 （书法） 张文佑作

▲八指扇面 （书法） 张文佑作 ▲朱砂小品 （书法） 张文佑作

▲朱砂小品（书法） 张文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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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序（书法） 张文佑作

▲八指诗（书法） 张文佑作

 ▲

扇面 （书法） 张文佑作

相遇乃缘 相知在心
———我与张文佑的书法情缘

与张文佑相识，始于一次偶然。

2002年春节期间，我顺道去靖江市
中心一家好友开设的书画店品茗聊天，

无意中发现店内陈列的书画作品中一
副《菜根谭》名句对联“徜徉于山泉林石
之间而尘心渐息，夷犹于诗书图画之内
而俗气潜消”十分显眼：纯正的“二王”

体例，笔酣墨饱，结构舒展，看上去清新
靓丽，意涵内敛，是陈列作品中唯一上
品。 询问后方知，该条幅为一位肢残的
年轻人口书。 他名张文佑，河南人氏，刚
过而立之年，2001年末完成了上海真如
寺抄经，孑然一身，漂泊至靖江。

出于钦敬与好奇， 我当即请朋友
相约聚首。 翌日，我在书画店见到文佑。

他中等身材，略显清瘦，虽失去双手，却
神采奕奕，待人和善，目光中充满自信。

寒暄后， 我们海阔天空地聊了起
来。 文佑淡淡地向我叙述了他的人生履
历：4岁因触电失去双手，靠顽强的意志
和毅力生活学习，初中毕业后萌生了书
法爱好，在家乡书法老师指导下，以口
捉笔，吃尽千辛万苦，数十年坚持不辍，

孜孜以求。

他告诉我，自己学习书法，不为做书
匠，藉此谋生，而是要将其当作自己毕生
的追求。他要以自己在书法上的成功，告
诉世人：人生在世，贵在立志，不懈进取。

他相信世上无难事，有志者成之。

他说， 书法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
瑰宝，博大精深。 倘一味临摹仿书，只
能形似，难求其真髓。 因而他在苦练书
法的同时，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
研习古典文学，随着时间推移，他能背

诵数百首古诗词和名人格言， 并不断
融会贯通， 为自己的书法创作奠定了
坚实基础。

短暂的交流， 使我认定文佑是
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励志青年 。 他
不因自己肢体残缺而丧失了人生志
趣和目标。 虽处暂时困境却绝少功
利之心。 一股惜才爱才之心油然而
生。经征得文佑同意，我决定接纳他
为我公司员工 ， 以解他生活后顾之
忧，潜心书法创作。

相遇乃缘，相知在心。 我和文佑从
萍水相逢，其后数年间朝夕相处，逐渐
相知，情谊日笃。 他敬我如父长，我视其
为己出。 2006年，他应泉州承天寺住持
之邀，赴该寺抄经。 行前惜别，依依不
舍。 我深情地对他说，今后我们虽天各
一方，但情系一心。 希望你百尺竿头，更
上一层。 永不忘初心，淡泊名利，要学习
梵高，因上努力果上随缘。 牢记古人所
言：高手在民间。 承天寺十余年抄经，使
文佑的书法突飞猛进，不仅成为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还多次在国内书法比赛
中获奖。 为此，我十分欣慰当初眼光，没
有看错文佑。

随着文佑书法造诣渐深， 我又萌
发了一个念想———为他在人文荟萃，海
纳百川的上海， 举办一次个人书法展。

随着本人年事渐高， 这一愿望愈发强
烈。 如今在众多业内专家、学者的鼎力
扶持下，《勇猛精进———张文佑书法展》

终将在上海图书馆盛大展出。

敝人心愿已遂，当无憾矣！

（马洲闲人 包迪初）

《勇猛精进———张文佑书法展》

将于 12 月 24 日下午至 29 日在上
海图书馆第一展厅展出。 本次书法
展由上海书法家协会草书专业委员
会和福建省泉州市书法家协会联合
主办，上海图书馆协办，将展出张文

佑数十年来精心创作的楷书、行书、

草书作品 55幅。 热忱欢迎广大书法
爱好者前往欣赏观摩。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沪上及全
国书法界名家和学者的专题研讨
活动。

《张文佑书法展》下周一起在上海图书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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