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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伯庚說：「書法和其他藝術一樣，
是在前人開創的領域裡，走出一條屬於
自己的路，有起點沒有盡頭，有藝術品
位高下，無所謂個人的成就得失。生存
的法則是嚴酷的，創造的天地是自由
的，真正的藝術家是幸運的。在興趣中
修煉，在追求中昇華，在遊戲中感悟，
在無我中得道。」

獨創「伯庚體」

傅伯庚在書畫領域頗具天分，這是源
於他的骨子裡流淌 這樣的血液。奶奶
酷愛吟詩作畫，她在飯桌上用粉筆畫荷
花的情形，至今依然是傅伯庚心裡對其
最深的印記。爺爺則喜歡在陽光下養神
時，用手在長衫上寫字，日子久了，竟
在上面畫出了洞。而最讓傅伯庚肅然起
敬的還是他的父親，其父曾授業於劉海
粟大師門下，並寫得一手工整、雋秀的
唐楷。父親所散發的文牘氣息讓他深
信，那是祖輩幾代文人流淌的氣質所凝
結的痕跡。
耳濡目染下，傅伯庚自幼也開始了屬

於他的書畫藝術生涯。從中學時代偶得
的《說文解字》中的小篆到《篆法百韻
歌》，從同學贈送的《草字彙》到《書
譜》，傅伯庚最大的樂趣莫過於欣賞書
畫，臨摹書畫，幾十年不輟。
多年來，通過對中國漢字的產生、發

展、演變過程的深入了解，對各種字體
的獨立性、聯繫性和互變性的深刻把
握，以及對人類古代創造的許多象形文
字的借鑒，傅伯庚獨創出一種極富個性
化的書體—伯庚體。該字體古拙蒼勁，
神逸秀雅，筆觸艱澀，結字散漫，自成
一格，極富表現力和感染力。
上世紀80年代，傅伯庚的書法走出了

國門。他的草書作品「雲鶴有奇翼，海
鷗無世情」參加了國際書法大展，獲得
了「格調高估，筆墨自然，字勢多變，
借讓有致，富有節奏感和韻律美」的讚
譽。他的作品也被贈予日本政府，收錄
在該國出版的《中國當代書畫家名鑒》
上，廣為傳播。
如今，傅伯庚憑借其突出的藝術貢獻

和獨特的藝術風格，已成為北方書壇上
最為別具一格的書法家。

建筆墨語言理論體系

作為一位文人、學者、書畫家，傅伯
庚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悉心體會，以
千餘件作品、數十篇論文譜寫了其人生
圖畫。

幾十年來，他潛心鑽研書法理論的腳
步從未停歇，先後發表了《草書章法構
成》、《學書五難談》、《狂草藝術論》
等數十篇書法論著。尤其是他的作品
《中國筆墨語言綱論》一經問世，便令
世人耳目一新，引起藝術界的稱讚，成
為第一個對中國千百年來只可意會不可
言傳的筆墨語言進行系統研究的人。
文章中，他全面系統地梳理了中國歷

代關於書法的理論和論述，結合自己的
實踐，對書法藝術的本質、特徵、表現
形式，對筆墨的運用，對字體的結構、
章法以及作品的藝術構成，進行了全面
詳細的闡述，把那些意象的、朦朧的、
深奧的、難以理解的書法陳述，用最生
動形象的類比、通俗的語言表述出來。
在全國書法史學美學討論會上，專家

對該文的評語是：「一位奇才凝結其大
半生精神與才華，昇華為東方藝術的至
理箴言，它不單是屬於東方的，而是屬
於全人類的。」著名書法理論家郭恆也
撰文說：「人們多熟悉文學語言，卻很
少知道有個東方書畫藝術的筆墨語言，
這是因為它的提出與發現，直至當代才
為傅伯庚所揭示。」

退休後提起畫筆

1999年，傅伯庚從工作崗位退休，就
在家人以為他可以有更多時間享受賦閒
在家的輕鬆生活時，傅伯庚卻重新起
跑，拿起了畫筆。
這次，傅伯庚從一筆一劃開始，揚長

避短，獨闢蹊徑。他從花鳥入手，筆法
求力度、求鬆散、求古拙、求澀勁、求
方、求直；墨法求韻味、求層次、求淡
遠、求筆痕、求墨色齊備；章法求空
靈、求深遠、求大氣、求獨特；整體風
格上，求個性化語言、求自己的獨特符
號。
傅伯庚的大寫意國畫，被譽為「文人

畫中的哲人畫」，寓意深刻，富含哲
理。人們生動形象地說，他的畫是寫出
來的，字是畫出來的。

70歲的傅伯庚又號夢雪廬主人，是中國北方書壇
頗具影響力的書法家和書畫理論家，現定居於黑龍
江省牡丹江市，至今出版《叩問筆墨》、《生命讀
記》、《魂牽夢繞》、《翰墨當歌》等書。其為書，
為畫，為文，均不為古人成法所囿，不寄現代人籬
下，獨闢蹊徑，字裡行間充溢 勃發的英氣、浪漫
的才情和馳騁藝術天地的愜意與自足。

「生存便是倖存，生命就該拚命。也許，我已
經習慣了，在人們無休止地爭論甚麼是項鏈的時
候，我更願意埋下頭來，把一顆顆被遺棄的珍珠
努力地串起來。雖然，我串得未必精緻，甚至笨
拙。」
傅伯庚自幼家境貧寒，因此無緣高考。然而，少

年時代的壓抑、青年時代的窘迫，卻並未阻礙他對
書畫藝術的執 追求，相反，寫字、畫畫，成為了
唯一能夠見證和紀念其青春時光的印記，同時，也
使其對生命倍加珍愛。幾十年間，傅伯庚博覽群
書，中西兼顧，每有感觸，及時 筆，其文章融思
想、感情、理性、哲思於一爐。
傅伯庚的兒子傅麒說：「有人為成功而自強，有

人則為珍惜生命而自強，父親就屬於後者。而生命
給予父親的回報，就是讓他用一輩子的時間做出了
別人可能需要三輩子才能做出的事情。」
在傅麒的記憶中，每晚自己睡覺時，父親一定在

伏案工作，而早上自己醒來時，父親已經工作了幾
個小時。他總是用吃飯的時間創作精彩的語錄，用
休息的時間思考下一篇文章的主題。對於父親來

說，思考已經成為了一種無法停止的習慣，天天如
是，年年如是。因此，不難想像他的書畫和著作成
果數量是那麼讓人望塵莫及。
曾為傅伯庚多部書稿進行校對的李曉冬說，傅老

曾在兩天的時間裡，寫滿畫滿了十幾個本子，完成
了一摞手稿拿給他看。其間赫然寫 幾行大字：生
存就是倖存，生命就是使命，餘生就是新生。這幾
句箴言正是傅老對生命真諦的詮釋和感悟。
傅伯庚認為，把餘生當新生，創造就會從此刻開

始，能夠使人帶 不曾泯滅的信念，繼續在藝術的
道路上輕鬆漫步，苦苦追尋。也正因如此，在每年
清明節的晚上，傅伯庚都要將自己堆積成山的大部
分書稿、畫稿和文稿抬到樓下燒掉，以期不再囿於
自身窠臼。
從晚上10點到凌晨1點，看 一張張葬身火海的

書稿，紙灰上的墨跡那最後一次閃亮，傅伯庚也會
有些許不捨。然而，幾十年來，他依然堅定地認
為，世界本來就是在新陳代謝中進化，只有把昨天
的不足燒掉了，才會有今天的創造空間，只要內心
對藝術追求的火焰永遠燃燒不滅。

感悟生命的真諦

一生醉心書畫

傅伯庚簡介

牡丹江文化的擺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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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傅伯庚的書法是從草、篆書入手，含有草法篆意；也有人

說，他的書法融匯了真、隸字體，立體多維，變化豐富。然而，傅伯

庚本人卻說，他並沒有去刻意追求這些，只是自己所寫的字，實在不

願意和別人一樣。這就是傅伯庚，創新，發展，是他的畢生所求，從

無倦怠。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孫菲

1978年，傅伯庚從黑龍江省雙城堡來到牡丹江這
座小城，自那時起，他便開始關注牡丹江文化。
牡丹江是中國的書畫之鄉，被譽為北方的小江

南，這裡人傑地靈，文人相親，濃厚的文化氛圍滋
養了一批優秀的文化人才。譜寫了《春天的故
事》、《走進新時代》等主旋律歌曲的蔣開儒，創
作了《好日子》、《常回家看看》等親情歌曲的車
行，劇作家付軍凱、王治普，民俗學家傅英仁，畫
家劉國仲，詩人林柏松等等，他們無一不是國內該
領域的佼佼者，同時，他們也為故鄉牡丹江抒寫了
各自濃墨重彩的一筆。
幾十年來，傅伯庚一直站在很高的境界去審視家

鄉文化、評價家鄉文化，為家鄉文化作出傑出的貢
獻。在其著作《山巔的風流——牡丹江文化人物素
描》這部書中，他以獨特的視角走進上述每一位牡
丹江藝術家的內心世界，以崇敬的心情，形象地描
述藝術家的歷程，深刻地開掘他們的內心世界，高

聲讚美他們可貴的膽識和崇高的人格。
如今，傅伯庚已經成為了牡丹江這座城市的文化

名片，並憑藉 對文化的先知先覺，帶領出一批以
當代著名畫家周尊聖為代表的有為文化青年。這批
視書畫如生命的人在傅伯庚的引領下走上求知和從
藝的道路，他們亦稱其導師傅伯庚為「擺渡人」。
「凡到過傅伯庚家裡的人都會有同感，進屋就被

濃濃的文化氛圍浸染 、包圍 ，或是向你推薦牡
丹江最近新出版的書，或是向你介紹牡丹江最新的
文化事件，或是欣賞他最近的作品。」牡丹江市愛
民區文體局副局長鄧淑傑說：「他的家是文化交流
的園地，來有收穫，去不空手。常常是這本書還沒
有讀完，另一本書又給到了手。今天建議你學排
版，明天讓你讀《美學》。就這樣逼 你看，推
你學，讓你不能不進步。彷彿總有一種使命在他肩
上，總有一種緊迫在他心裡，讓他引領 眾多文化
工作者向更高的審美領域進軍。」

「閱過無數家庭，讀過若干經典，走過幾十年
的生命歷程，漸漸懂得須臾不可離開的是你。曾
經有過的一切都是我們真正的幸福，只有一個人
可以相伴一生，只有一個人可以包容 這一切，
那個人就是你，我心中永遠美麗的妻子。」這是
傅伯庚寫給愛妻的字句
熟悉傅伯庚夫妻的人都覺得，傅伯庚身材不

高，相貌普通，不是一眼看去就會怦然心動的男
人，而他的妻子張麗麗卻不折不扣是一位美得令
人怦然心動的女性。可是，就在兩人結婚以後的
很多年裡，這位自幼包圍在眾人讚譽和寵愛中的
妻子卻並未得到丈夫的青睞。
在張麗麗眼裡，結婚多年來，傅伯庚總是若有

所思，一副不高興的樣子，不是翻書看報，就是
伏案疾書，從來不幫忙自己打理家務。想跟他說
說話，他也總是心不在焉，彷彿家裡的事情都與
他無關，就連孩子們也都有些怕他。
直到1996年的一天，張麗麗驚喜地發現，傅伯

庚的臉上掛上了久違的笑容。只見他伸手遞過來
一打刊物，其中大篇幅地連載 《中國筆墨語言
論綱》，其作者署名處赫然寫 「傅伯庚」。
這一刻，張麗麗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就是丈

夫幾年來「魂不守舍」的不解之謎。這份沉甸甸
的答卷，凝結了丈夫多年的辛苦與汗水，同樣飽
含了自己多年的堅忍與淚水。張麗麗頓時明白
了，對於這樣一個醉心於藝術而不顧其他的人，
還能要求他甚麼呢？
此後，張麗麗常常在熟睡的夜裡被傅伯庚叫

醒，並被欣喜地告之又有新作完成，成為他文、
字、畫的第一觀賞者。
相依相伴的幾十年中，張麗麗也在丈夫的薰染

和引領下步入了書畫世界，她學習了毛公鼎、散
氏盤，每天早晨三四點鐘起來臨摹。如今，她的
書法作品已在《書法賞評》等刊物上刊登，並已
經成為黑龍江省書法協會會員。
不過，讓傅伯庚最開心的，還是能夠將妻子的

作品掛在書房裡，每每新朋故友來拜訪時，總是
津津樂道地向人提起，此時，傅伯庚的眼裡總是
承載 對愛妻的濃情蜜意，正如他寫給妻子的那
一段文字：「在我們共同生活的這幾十年裡，是
你給了我幾十年的時間和幾十年的創造，給了我
幾十年對藝術、對人生、對生命、對社會和對自
然的觀察和思考，也使我們走進了相互信任、相
互欣賞、相互敬重、相互照耀的生命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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