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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与梅傲雪先生相识，友好交往数十年。他热情豪

爽，善于交际，知难而进，永攀高峰的传奇人生，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梅傲雪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农民书法家，1941 年 6 月 18 日，生于北京房山区

琉璃河镇官庄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只上过几年小学，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辍学

帮家里干农活。他自小聪明过人 ，写得一手好字，酷爱书法艺术，从农村搜罗

到一些旧字帖，下地归来就一笔一画地练字，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家里的三

间土坯房，墙壁内外写满了大小不一的字。他既临颜、柳、欧、赵，又学苏、黄、

米、蔡，尤其对《兰亭序》情有独钟。每逢年节梅傲雪都主动为乡亲们书写春联，

在乡间传为佳话。 

为了提高书法艺术水平，梅傲雪于 1971 年利用农忙空闲时间，跑数十里到

琉璃河古镇，投拜金石书画家杨祥麟为师学习书法，经过十年的静心修炼，深得

潘体（清末民初书法大家潘龄皋）之精髓。1981 年春，他得知中国书法学校书

法提高班招生，要求考生必须现场写一幅书法作品，其他人都在都在桌上写，而

梅傲雪却将整张宣纸铺在地上，四角用砖头一压，提笔运气,很快一副行书作品

跃然纸上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当时负责监考的著

名书法家王遐举，欧阳中石先生，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好！这是潘体，在北京

地区学潘体的实在太少了。你被录取了。”中央党校教授、著名书法家李华锦，

看到梅傲雪生活极度困难，便为他交了报名费、学费，并让他住到自己家里达三

个月之久，恩师的言传身教，使他受益匪浅。 

通学习，他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文化素质和书法理论水平，认识到中国书法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是文学的升华，是表现人的

才学与修养。之后，梅傲雪被京西佛教圣地——云居寺聘用，这样一来就有充裕

的时间来研究书法源流，书写碑文，广泛涉猎历代诗歌辞赋。“学然后知不足”，

他深知自己水平低，底子薄，便日以继夜地刻苦磨练，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



辛，逐渐形成了自己古拙沉雄、苍劲挺拔、雍容大度、舒展流畅的书法风格，为

业内人士所称道。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983 年 9 月 20 日，北京书法家协会在全国省市中

率先成立，梅傲雪作为农村代表被选为理事，之后曾任中国古塔研究会副主任，

军委总参谋部书协聘请他为艺术顾问。1983—1984 年，在日本书友芦川北平的

鼎力协助下，先后三次在东京举办个人书法作品展，《北京日报》曾以“墨香飘

海外”作了专题报道，获得了轰动效应。1986 年在市内成功举办了个人书法展，

参展作品有真、草、隶、篆、榜书百余幅。与此同时，曾多次参加全国书法大赛，

1986 年获“书圣杯”金奖。梅傲雪逆境成才的笔墨人生，《光明日报》、《农民日

报》、《解放军报》、《中国人文研究》杂志作了报道，中央电视台以“梅花香自苦

寒来”为题，介绍了他的感人事迹。 

值得称道的是梅傲雪为了养家糊口，提高书法技艺，在当时计划经济压倒一

切的形势下，毅然抛家舍业，风餐露宿，去十几个省市摆地摊卖字谋生，寻求书

道同仁。有关 1979 年 12 月 24 日在房山城南大街卖字时与日本驻华使馆文化参

赞芦川北平书道奇缘一事，玉泉老弟曾撰文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现将在梅

宅宴请芦川北平先生并举办大型的笔会的盛况简述如下。1994 年 5 月 3 日，梅

傲雪的宅院像过节一样，高朋满座，喜气洋洋，欢声笑语，迎来了日本挚友芦川

北平先生。应邀出席活动的有书画界、文艺界和村民代表百余人。房山县人大主

任张成基、亚新公司领导孙奎春、杨福成和龚荣也亲临祝贺。 

在笔会现场，书法家、画家、作家、诗人纷纷挥毫泼墨，称颂中日友谊万古

长青。芦川北平先生题字：“几块新碑经日月，一只老笔写春秋”，梅傲雪赠词：

“中华书道结为缘，友情突破九重天。黄河江户水通水，珠穆富士山连山”。著

名作家、书法家金庸先生狂草：“刻苦挥毫卅余冬，墨飘海外震家声；结交芦君

春常在，名师受艺于京城；今理宝藏云居寺，待汝墨迹攀高峰。” 

1996 年冬，梅傲雪不幸中风，左下肢行动不能自如，对日常生活和写作造成

了极大的困难。然而，他并没有被疾病所折服，在老伴于兆华的精心护理与具体

帮助下，以惊人的毅力继续坚持练字、创作，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深入研究



书法理论，并且精心辅导长子竹村书画创作，给各地上门求教的青少年传授书艺，

续写为之热爱的笔墨人生。 

1997 年 3 月中旬，孙奎春、杨福成、龚荣同志前往官庄登门探视。老友相见

分外喜悦，梅先生还像往常一样热情、豪爽、健谈。临别时，老孙提出应合资方

邀请，拟赴韩国味元油化株式会社考察，如梅先生身体条件允许可否给写几幅

字？他非常豪爽地说：“可以，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于是，于夫人马上准备

笔墨、纸张，而且有条不紊地配合写作。只见梅先生挥舞大笔，精气神不减当年，

结果不足半个时辰，一笔书狂草“龙”、“虎”、“福”、“寿”便跃然纸上，运笔凝

练，形神兼备,古拙沉雄，尽显大家风范。 

2008 年 8 月 23 日，梅傲雪先生因病辞世，然而他的音容笑貌，视书法重于

生命的精神将与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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