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门弟子来福永心目中的刘炳森先生 

赵润东 

当代著名书法家刘炳森先生，一生博采众长，勤修苦练，用心领略中国历

代书法的博大精深以及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无穷魅力，从而在继承中发展，

在发展中创新。古韵新风，追求完美，最终创作出具有时代风貌且被誉为当代

中国书坛上独树一帜的书法作品。先生朴素节俭、平易近人，济困助穷、乐于

奉献以及表里如一低调做人的高尚品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让关门弟子

来福永深深地铭刻在记忆中。 

拜师学艺  人生转折 

来福永，现年 48 岁，房山区韩村河镇东南章人，刘炳森先生的关门弟子，

当代实力派书法家。1996 年拜师于刘炳森先生门下。说起拜师学艺，来福永不

无感慨，同时又显得不无骄傲，因为先生二十年来不再收徒。作为乡村一个普

普通通的农家子弟，能够入室学习并且成为先生的关门弟子，这是来福永人生

中的一大转折而又无比幸运自豪的一件事。 

十多年前，作为一个普普通通农家子弟的来福永，来到京城并有幸进入北

京军区总医院工作。经过自己十几年的勤奋学习，终于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推

拿按摩保健医。十几年中，他不但深入钻研如何为人做好按摩保健，还对书法

艺术有着极大的兴趣爱好。因此，边工作边临习历代名家不同风格的字帖，领

悟其中的内涵。自 1995 年开始，学习被称为“当代李斯”的书法大家张永明先生

的篆书，而且很快入道。同时，临习刘炳森先生的隶书字帖《千字文》。之后，

经张先生推荐为刘炳森先生做保健医。从此，年轻好学的来福永有幸近距离接

触刘炳森先生。 

在为先生按摩保健中，来福永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娴熟的推拿技巧，尽

心尽力，推拿到位，进而减轻了颈椎腰椎积劳成疾给先生带来的痛苦和烦恼，

刘炳森先生对此十分满意并大加赞赏，保健之后， 便按理成章要付给治疗费，

而来福永早就崇拜先生精湛的书法造诣与高尚品德，因此坚决不收。刘炳森先

生平易近人，待人和蔼可亲，其家人对人也十分友好，几个月下来，来福永几

乎成了先生家庭中的成员。赶上吃饭就一起就餐，工作之余就陪先生家人打牌

娱乐。来福永那里会打麻将？纯粹是滥竽充数甘当“架子工”，因为他的主要心思

是向先生学习书法技艺。每当牌桌上三缺一，老太太（炳森老伴）就会对来福

永说：“架子工，过来。”不由分说马上抽出 200 块钱塞给来福永，而且告诉他只许



赢不许输。就这样，来福永又成了先生家的“架子工”。  

由于平时坚持练习不间断，来福永书法的基本功较为扎实，因此他便寻找

机会参加一些笔会和书法比赛。1996 年，北京书法协会举办北京市电信杯书法

大赛，来福永参加并获得二等奖。书法大赛作品展开幕式这天，来福永陪同刘

炳森先生应邀参加并为大赛剪彩。仪式之后，随着大家一起观赏书法作品。当

转到一副篆书作品《江雪》跟前仔细一看，落款是：“来福永书。”刘炳森先生当时

很是吃惊，扭过头来问来福永说：“你也写字？”“我正在练习写字。”来福永恭敬的

回答。先生满意地点了点头。回来后，来福永在临欧阳询正楷的同时，继续坚

持临习刘炳森先生的隶书字帖《千字文》。他心里一直在想：“如果能做刘先生的

学生，我这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之后，来福永继续为刘炳森先生和老伴俩做保

健。 

一天，来福永一边给先生做保健，一边琢磨怎样跟先生说拜师的事。当快

要做完的时候，实在憋不住了，对先生说：“老师，我想拜您为师？”先生一听，

马上坐起身，沉着脸，郑重而干脆的回答道：“不行！绝对不行！”说完，十分生气

的回书房去了。来福永本来兴致勃勃，想借此机会说说拜师之事，没成想却实

实在在的碰了一鼻子灰，弄的自己无所适从。遭到严厉拒绝之后，求师心切的

来福永着实受挫不小，而且为此还深深的苦恼了一阵子。后来得知，先生一生

投入书法艺术创作，追求完美，对书法艺术如醉如痴，历尽沧桑。下放劳动改

造期间，经历了酸甜苦辣，受尽了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挫折和打击，尤其在收

徒教授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曲折，因此立誓关门不在收徒。在接下来的日子

里，来福永并不灰心也不气馁。他想了许多，而且认定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

自己真心实意，一定会打动先生的。于是，他一方面继续为先生做保健，保持

先前那种快乐开心的状态，另一方面继续寻找拜师机会，下决心一定要做刘炳

森先生的弟子。 

这一天，来福永给老太太做保健，边做边闲聊。突然，他眼前一亮，主意

有了：天无绝人之路。“师娘。”他说：“我有件事想求您。”“这孩子，有事你就说呗，

还客气什么？”老太太爽快的说。“我就想拜刘老师为师，可刘老师说不行。”“唉！

不就这点儿事吗？行！我给你说说去。”老太太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当时，

来福永听了，心情特别激动。兴奋之余，他掩饰不住内心感激之情，也不知用

什么语言来表达，此时此刻的他，差点蹦起来。 

做完保健，老太太整理整理衣服，轻轻地来到先生的书房前，一脚门里一

脚门外，倚在门框上说：“老头子，跟你商量点儿事。咱们再收一个怎么样啊？”

正在工作的刘炳森先生停下笔抬起头，马上反应上来，肯定是收徒拜师一事。

平日里，先生与老伴相儒以沫，互敬互爱，老伴说的他都听从。于是回答说：“嗨！

你说了行就行。”事情说难就难，说简单就简单。当初先生一口否拒绝收徒，那种

坚决的态度，简直毫无商量的余地。眼下可好，云消雾散，打破规矩，破例收

徒，得来全不非功夫，收徒拜师一事就这样顺顺当当地应承下来了。在先生家

中，拜师程序也不复杂，师徒二人在家照了一张“入室师徒照”留作纪念，先生又



给弟子题了一副墨宝：“滴水穿石”。意思是希望弟子刻苦研习，锲而不舍。题字之

后，先生对弟子来福永说:“我已经关门二十年不收徒了，你是我二十年后第一个

徒弟。”先生语重心长，其中蕴涵着师生深厚的友情和先生对弟子的无限希望。从

此，来福永终于圆了拜师梦，真正成为刘炳森先生的关门弟子。 

刘炳森先生尽心尽力向弟子来福永传授书法知识，耐心告诉学习方法，“临帖

不要先用笔临，一定要用心去临。每天在肚皮上练上二十遍，达到得心应手。”

同时，还时时提醒来福永：“你要好好学习写字，不要早出名。趁着年轻没人打扰，

狠狠练个二十年必有好处。”来福永非常佩服先生的记忆力，称先生临帖背帖堪称

一绝。当师徒俩说到临帖临《乙瑛碑》时，该字在几页第几行先生都记得清清

楚楚。在刘炳森先生的谆谆教诲下，弟子来福永虚心求教，狠下功夫，刻苦钻

研，很快就掌握了隶书的基本要领。 

通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在先生身边耳濡目染细心领悟，来福永终于写

出了清秀明快的一笔好字，刘炳森先生感到十分欣慰。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与

刘炳森先生关系密切，称为世交。当看了来福永的书法作品之后称赞说：“你是个

非常有潜力的年轻人。坚持下去必然成为你老师的好接班人。”之后还特意为其题

写了“艰苦卓绝”四个大字。题完之后还亲切地对来福永说：“小子！你知道这几个

字的含义吗？”来福永回答说。“不知道。” 启功先生解释说：“我的意思是，希望你

‘冬不炉，夏不席’，狠狠苦练几十年，必定会出好成绩。”一席话，让来福永倍受

鼓舞，心里觉得热乎乎的。他深知，启功先生是让自己“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啊！时至今日，他还记忆犹新。 

人生道路绝非平坦，一旦遇到机遇，就会发生转折和巨变。来福永这个普

通的农家子弟，在名师刘炳森先生直接教导和社会上各位书法前辈的关怀下，

不负众望，终于初出茅庐。2012 年香港名家杂志将来福永评为中国当代优秀青

年书法家。后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称其为“当代实力派书法家”。 

生活简朴  为人善良 

刘炳森先生崇尚节俭，反对浪费。在日常生活中，他绝不讲究，生活简朴，

从不挑剔，脚上的袜子磨出了窟窿也舍不得扔掉，成了蜂窝的背心仍然穿在身

上。与他经常接触的人都知道，他头发长了从来不去理发馆，而是长期在家门

口路边的一位老师傅那里去理。这里条件十分简陋：一个小板凳，一把手推子，

一只小梳子，一位小老头。理一次头两块钱，简简单单，绝不复杂，先生坚持

在那里理了很多年。 

当谈起生活中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时，刘炳森先生总

是忘不了原先生活贫困时的情景。以前，先生也曾遇到过窘迫，当时十分尴尬

也很无奈。有一年临近年底，生活实在困难，家中有三个孩子还有老人，年也

是实在难过。没有办法，便硬着头皮来到一位同事跟前，费了好大劲才说：“大哥，

借两块钱啊？”“借钱？”这人把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没说借也没说不借，表情中带



出极为轻蔑和看不起的样子。当时，先生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在这无助的困

境中，他简直是无地自容。伤过自尊的他只得默默走回来再想办法。突然，他

想起来书里可能还有钱，于是扭头跑回宿舍。他搬过书来使劲地翻呀翻呀，很

快，就找到了夹在书中两张两元的人民币。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唉！天无绝人

之路啊！”拿着四块钱，来到镇上，咬咬牙，购置了简单的过年的年货，另外买了

一支铅笔一块橡皮，把这四元钱一分不剩，全部花光了。这是一个非常清苦的

一个年，也是刘炳森先生一生中最难度过最难忘记的一个年。 

有着清贫困窘过苦日子经历的刘炳森先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遣反到

天津老家劳动改造。期间，他和其他受到冲击的人一样，吃尽了苦，遭尽了罪，

乃至一家人也深受牵连。后来，他被调回北京故宫工作，妻子带着三个幼小的

孩子仍然留在天津武清杨村，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开会挨批挨斗，头发被剪成

一条一绺的，犹如日本浪人。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人还用麻子叶包上屎从

窗户扔进屋子。妻子实在忍受不了这非人的折磨，于是就琢磨如何寻短见。她

家房后有一口水井，妻子最后下了决心一定要去投井自杀，离开这世界，一了

百了。他咬咬牙，朝着水井走去。当她走到半路的时候，两岁的孩子突然哭叫

不止，母子连心，她又难舍难分。无奈，又走回家中抱起弱小的孩子。少吃没

喝，天天挨斗，使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此后，她神精受到严重刺激，

沉闷抑郁，精神恍惚，直到精神分裂。被褥被撕成一条一绺，孩子无人照顾，

生活不能自理。村里人打电话给刘炳森，告诉他家中发生的事情，并让他回家

处理。当时哪个年代，回去凶多吉少，肯定别想再回来。刘炳森考虑再三，最

后回电话说：“我也回不去，还是你们给我送来吧。”不久，村里来人将他的妻子和

三个孩子送到北京。见面后，妻子疯疯癫癫，叫着他的乳名哭骂不止。面对重

病的妻子和三个瘦弱的孩子，刘炳森的心都快碎了，他为自己不能守护这妻儿

老小而感到内疚和自责。之后，他赶紧带妻子去医院看病。病看完了，可没钱

拿药。难啊，他简直都要崩溃了。回到家里，他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对妻子骂

不还口打不还手，总是笑脸相迎，从精神上心理上安慰妻子，同时告诫自己：“我

就是这支毛笔。我一定要立住。我要是倒了，全家就全完了。”他每天学着做饭，

耐心照顾病人和孩子。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护理，妻子的病大有好转，情绪稳

定多了。待妻子病情好转后，他给妻子找了点力所能及的活计，即给泥人涂色，

涂一件挣二三分钱，用以添补家中维持生活。这段经历虽然过去了很久，但每

当提起，他都会伤心落泪。 

由于有过苦难的人生经历，刘炳森先生从不奢侈，生活简朴，处处从点滴

做起。一天，弟子来福永陪同先生参加一个外事活动，来到楼下正准备出发，

先生一低头看见地上扔着一个空可乐瓶，就说：“福永，把哪个可乐瓶捡起来。”

弟子来福永听了，当时一愣，心想：“先生什么意思?一个可乐瓶都不放过？”先生

似乎看出了弟子的心思，马上对他说：“这个可乐瓶可卖一毛钱呢。虽然只有一毛

钱，但是可以积少成多。你知道穷困地区有多少上不起学的孩子等着我们救助

啊！”听了先生的话，来福永赶紧将可乐瓶捡起来收好，以备日后积攒起来派上用



场。这件事虽然很小，可对弟子来福永触动很大。先生不但向他传授书法技艺，

而且还教他勤俭节约善于助人，尤其是怎样做人的道理。 

有一次，来福永在先生家里正赶上先生的一个朋友兴致勃勃地送来几只甲

鱼，聊了几句家常便告辞了。来福永心里一阵高兴：“今天行了，有甲鱼可以尝新

了。”正当他美滋滋等着好事的时候，先生发话了：“来，搬着甲鱼，跟我走。”来福

永十分纳闷，问先生：“去哪儿啊？”“跟我一起去放生。”先生回答说。来福永当时

既惊诧又不解：“先生怎么了？人家送到嘴边儿的美味都不动？”心里想着，但又

不能违背先生的决定，只得不情愿地跟着先生去放生。后来，先生讲了许多保

护生态环境，爱护动物，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道理，使弟子来福永更深地了解

了先生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人文教育。 

还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先生问：“你吃过这东西吗？”来福永说：“我真没

吃过。”“我告诉你，这叫豆腐渣，是做豆腐剩下的渣子。”“咱们今天吃这个吗？”“吃

啊！今天我让你吃炒豆腐渣，是让你不要忘本，不要忘记过去。我问你，你吃

过榆皮面吗？”“那东西更没吃过啦。”“好。哪天方便，给你做顿板儿条吃。”师徒俩

一问一答，谈得津津有味。中午，来福永第一次吃上了炒豆腐渣。过了几天，

来福永在先生家果真吃上板儿条了。这板儿条就是用榆皮面和红薯面和好后做

成的。在以前的困难时期，能够吃上这样的板儿条也是很不易的。先生老两口

每人捞一碗，吃的都很香。先生边吃边讲：“我们现在吃板儿条，你知道还有多少

人吃不上板儿条呢？我们可不能忘本啊！”在一般人看来，象刘炳森这样著名的书

法家不缺吃不缺用的，平日里一定是花天酒地，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岂不知

先生一贯生活简朴，从不铺张浪费。而且经常忆苦思甜，不忘过去所过的穷苦

日子，这给弟子来福永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乐善好施  扶危济困 

人们常说：聚沙成塔，积善成德，只要不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不放弃对

最美人物的追随，每个人都可以演绎自己的美好故事，都可以成就平凡的最美

丽。刘炳森先生作为一位著名书法艺术大家，一生追求的就是真、善、美，而

最深恶痛绝的则是假、恶、丑。他平时生活简朴，处处节约，从不追求奢华。

然而每次扶危济困，为灾区、希望工程、慈善机构捐资助学以及向贫困人群奉

献爱心、伸出热情之手时却从不吝啬。在他身上，集中体现的是中华民族淳朴

而优秀的品质，表达的是一个艺术家崇高的素质与道德追求。正所谓：博爱之

心，向上之意，唯美之宗；亲近平和，身心澄澈，万念由慈。 

刘炳森先生的家乡天津武清海子洼村原来有一座老桥，是人们来往通行的

必经之路，因年久失修成了一座危桥，随时有坍塌的危险。每当人们过往踏上

这座危桥时，总是小心翼翼，胆战心惊，生怕事故而导致伤亡。刘炳森先生得

知此事后，回到家乡主动出资 25 万元，为当地百姓修建了一座新桥。新桥十分

坚固，过往方便安全，解决了父老乡亲们多年来的后顾之忧。人们对此非常满



意，每当提起此事大家都会赞不绝口无不敬佩，称先生做的是一件善事，一件

大好事。 

尊师重教是刘炳森先生一贯的主张。他积极资助家乡天津武清地区农村 20

名孤儿上学，并出资 50 万元设立助学基金。在捐资助学的同时，还主动资助家

境贫困的老师。 

几年前，刘炳森先生读小学时的一位老师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结果确

诊得了癌症。由于家庭困难没钱治疗，只得回家等死。他得知后，马上放下手

头的工作，立即赶到老师家中看望并给予安慰。本来因没钱治病而早已失去了

继续生存信心的老师，没想到过去几十年的学生——当今著名的书法家竟然出

现在自己面前，既惊讶又激动，师生俩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不能分开。

患病的老师泣不成声，为今生还能见到几十年前的学生而无比激动。刘炳森先

生则为自己没能早点得知消息以便及早为老师治疗而感到后悔和内疚。痛定之

后，刘炳森先生耐心地劝慰老师并鼓励老师振作起来，树立信心，一定要战胜

疾病。随后，拿出钱来把老师送进医院做全面检查和治疗。患病的老师及其家

属认为遇上了救星，都被刘炳森先生的举动所感动。因此表示决不辜负先生的

希望和嘱托，一定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刘炳森先生读中学时的一位老师教学很有水平。多年之后，将自己积累的

教学经验认真整理汇集成册，准备出版一本对年轻教师有指导意义的书，但是

苦于缺少资金一直不能如愿。刘炳森先生得知后，马上与老这位老师联系，询

问具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鼓励老师一定要把书印出来，有关出版的全部费用，

刘炳森给全包。这位老师得到信息激动不已，一方面为多年前的弟子慷慨解囊

出资相助而感动，另一方面又为圆了自己多年的出书梦而感到欣慰。 

刘炳森先生为别人想得很多，为自己想得很少。出去吃饭，常常找一家小

饭馆，说出门在外做生意不容易，去那里吃饭就是帮助他们。平时，他自己写

字剩下的废纸一张也舍不得扔掉，可成捆成领的赠送给别人的宣纸却一点都不

吝惜。他还始终坚持一条原则：为学校写字免费，为寺庙写字免费。他所经营

的《炳森书苑》展示的都是经过自己授权的真迹。经常有人对着先生的作品现

场临摹。很多群众说：“以前市场上看到的先生的作品大都是赝品，能在这里看到

先生的作品感到很高兴。”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需要，他把《炳森书苑》作为展览

场所，而展出的作品不再出售。 

2004 年 5 月 11 日，向中国人民大学捐款 100 万元，设立以他老师名字命

名的书法教育奖学金——何二水奖学金，此举为全球化浪潮下民族艺术的继承

和发展尽了自己一臂之力，也表达了对老师的永久怀念。此外，还向中国人民

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东方艺术研究所捐赠 20 万元，资助研究所开展书法教育和

研究工作，并为人民大学题字“国民表率，社会栋梁”。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

刘炳森先生还为安徽、河北等地遭受水灾分别捐资 3.75 万元和 1 万元；为北京

慈善协会的孤寡老人捐资 2 万元；先后几次在家乡武清为希望工程和修桥建设

奉献资金累计达 130 万元。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爱，推而广之，

就是真正的博爱，具有普适价值。《道德经》中强调：“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

争。”劝导人们要效法水的品性，成就崇高的道德。在当今社会，中国既不缺文

化，也不缺道德，需要的是全社会更多的人象刘炳森先生这样继承与弘扬文化

和道德，让“博爱、厚德”真正成为一种理念并使之发扬光大。 

天道酬勤  汗水凝金 

刘炳森先生 1937 年 8 月出生于上海，祖籍天津武清。自小严格临帖学书，

学习刻苦、扎实，1949 年 11 岁时便名扬乡里。1957 年 19 岁时因其文采、书

法超众，被当时名家云集的研究书法的权威机构“中国书法研究社”破格吸收为最

年轻的社员。1962 年夏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山水科本科毕业。同年秋

至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代法书绘画的临摹复制和研究工作。历任北京故宫博

物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评议员，中日友好

协会理事，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

员会委员、第八届、第九届常务委员。 

刘炳森先生是当今中国书坛中德艺双馨的著名书法艺术家，其书法传统功

力非常深厚。他研习书法，博采众长，自成一体。书艺向以隶、楷著称于世，

并兼长行、草，书风凝重稳健而又俊逸潇洒。刘炳森先生始终坚持并主张民族

传统书法技艺，但不墨守陈规，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发展，同时创

造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书法作品，结构严谨，笔力遒劲，字体规整，

充分展现了当代书法的魅力。特别是他的隶体，融贯了历代艺术大家的精华，

字体疏朗、古朴苍劲、柔中带刚、厚重典雅。一幅幅端庄俊逸的作品，变化奇

特、端正大方、潇洒灵动，独树一帜，让人看了自然觉得有一种圆润道劲，神

意盎然美的感受。 

“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得载物。”艺术大师不是吹出来的，

而是用高尚的人格和广博的学识历练出来的。刘炳森有着超人的功夫，即左手反扣

背后，右手持笔徒臂凌空，无论篆、楷、隶、行、草各种书体，写起来犹如行云流

水，十分娴熟。他孜孜不倦，是个勤奋进取追求高雅艺术的超人。在那特殊的年代

里，他也和众多文化人一样下放劳动，改造思想。期间，仍不间断地坚持练字。为

了不让外人发现，他每天睡前躲在蚊帐里，用手指在自己的肚皮上偷临《草字汇》，

在回忆那段经历时，他曾作打油诗道：“蚊帐利偷读，熄灯写肚皮。庶乎三百草，梦

里复依稀。”天道酬勤，汗水凝金。正是凭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才成就了后天的

功名。 

刘炳森先生书法艺术得到了社会诸多大家的高度评价和赞扬。中国书法大

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原主席赵朴初大师说:“刘炳森先

生的书法作品用笔劲健，结体严谨。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进中外文化艺术

交流起到了带头人作用。”当代著名书画家尹瘦石讲到，刘炳森先生的书法作品：



“体现出汉代雄浑博大，蓬勃旺盛的气势力量。他运笔轻重徐疾，具有音乐旋律

之趣。看他的书法作品是艺术享受。”当代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评价说：刘炳

森先生的书法“规矩俨然，而清灵飞动。”当代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称赞刘炳森先

生：“博采众碑之时，有他自己的领会，形成他自己的格局，那是一个和谐的世界，

古典美的世界。”著名国画家范曾先生也对刘炳森先生的书法艺术称赞说：“线条

凝重，仪态潇洒。” 

在书法界，刘炳森先生的人格品质是有口皆碑的。他有很高的文化素养，

对人和蔼可亲，谦逊大方，思维敏捷，谈吐风趣，性格爽朗豪放；在为人处事

方面讲究诚信，干脆利落，认真细致，有理有章。这种平和里的清醒，低调中

的坚持，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永久的记忆。凡与其来往者无不倍感亲切。

多少年过去了，虽然已成为饮誉海内外的书法大家，但他依旧是那样认认真真

做事，实实在在待人，不傲不躁平和乐观。每当谈起他，大家都一致认为，他

心胸宽广博大，心态乐观豁达，为人善良谦逊。不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他

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他的书法虽然影响巨大，但从来不不追名求利虚度年

华，也从来不臧否他人妄自尊大，对传统、对前人总是怀着一种虔诚敬畏之情。

并且经常劝慰人们，要多向传统学习，不要直接以他为范本，要根据个人的性

情爱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弟子来福永经常向他讨教，他博学广闻，毫不保留地耐心传授。有一天聊

天时聊起了篆书，聊着聊着就说起了篆书名家张永明先生。刘炳森先生说：“张永

明的篆书写得太好了，在长江以北，应该说他的篆书是写得最好的，而且他的

学问非常严谨，每一个字写得都非常到位，绝不会出现错别字。搞书法的应该

多向他学习学习。现在，许多大家的作品常常出现错白字，不应该呀！”言谈中，

表现出对名家的尊崇和敬仰，同时也表露出自己严谨治学的理念、一丝不苟的

工作态度。 

有一次，弟子来福永陪同先生参加一个书法展览活动。活动结束，搭乘朋

友的车回家。上车后，刘炳森先生与这位朋友有说有笑，聊得非常投机。回来

后，来福永问先生：“您在车上聊得那么投机，那个人是谁呀？”先生说：“这个人

可是我一个好兄弟，叫田伯平。他字写的非常好，而且非常有才。吹拉弹唱样

样精通，是个全才。他为人正派、仗义，有相当高的领导才能，将来大有前途。”

刘炳森先生就是这样，总是看重别人的技艺和长处，赞赏别人的能力和水平。 

著名作家王蒙说过：“最应该弘扬的是中华文化的道德崇尚、精神崇尚。表面

上的大吹大擂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自信的文化是善于自省、善于创造的文化。”

一个人要想写好字，首先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有文化素养、有道德、有品位的

人。正如古人所谓：“先器识而后文艺。”在这浮躁喧嚣的社会里，刘炳森先生虽已

名满天下，但依然沉着宁静不声不响，写好字做好人，讲道德讲品位，在砚田

内默默地耕耘、辛勤地劳作。他之所以能够体现历史深度、文化厚度，自知自

律常常与成功为伍，其奥秘在于：书法自觉是起点，书法自信是底气，书法创

新是动力。 



刘炳森先生的书法造诣为世界各国书法界人士所熟悉，在国内外享有很高

的声誉，他的著作颇丰，更值得称道，也是留给后人的珍贵资料。编写的书法

专业书籍有 20 余种，出版有《刘炳森楷书千字文》，《刘炳森隶书千字》、《刘炳

森隶书板桥道情》、《刘炳森选编勤礼碑字帖》、《刘炳森主编中国书法艺术》、《刘

炳森主编中国隶书名帖精华》等，发行总量近 300 万册。著有《刘炳森隶书杜

诗》、《刘炳森楷书滕王阁序》、《刘炳森隶书历代游记选》。出版有多部书法作品

集，文学作品著有散文集《紫垣秋草》等。出版有《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隶书字帖、《鲁迅诗歌选》隶书字帖、等，著有散文集《紫垣秋草》，编

有《选字放大北魏刁遵墓志》等。20 世纪 70 年代所书隶书字样 6700 余字输入

电脑，已为国内外广泛使用。 

刘炳森先生不仅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书法大家，他还多才多艺，爱好十分广

泛。作为美术科班出身的他，摄影写作，能诗善画。如“山上幽居白日暇，云中

出没似仙家，烟波浩渺岚光远，异景奇观无际涯。”他喜欢每作一幅山水画都要题

一首自作诗，让人边赏画边品诗，动情有律、情景交融，相得益彰。老作家张

中行曾在《紫垣秋草》的序中写道：“如果我有加冠之权，他的帽子就不只书法家

一顶，敢加多种冠是源于深知。” 

这样一位曾经体魄强健精力旺盛的著名书法艺术家于 2005 年 67 岁逝世于

北京。逝者如斯夫，刘炳森先生的人格魅力与精深的书法造诣将世代相传，他

那不分贵贱平易近人以及因材施教的大家作风将永远烙印在弟子来福永以及接

触了解过的人们的记忆之中。 

 

赵润东：区政协副主席、区文化委员会调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