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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案头摆放着一册《柏春小传》，古朴的文体，简洁厚重的文字，活画出一个倔强艺术家孜孜以
求的脚步，与柏春十几年的交往不禁历历在目———

柏春小传

余生也有幸，幸属锡伯族。祖上有德，德著八荒。小子幼喜书法，仁义修身。越阁藏而属意道论，
识百家而更仰圣人。温故知新，生花有颜柳欧赵，诗慕李杜韩王。蘸长江为墨，铁砚磨矮；抱万山紫
气，信笔无涯。终至小中装大，滴水盈澜；大中含小，乾坤成字。师造化、通心源，于难书之处书艺，
于无字之处字成。奇石为砥，嶙峋为图，毫厘之字而曰微书。微书石上，云卷风展。步“二王”之气
韵，磨汉碑之异体。蝇头菌细，月蒸青萍。诚若锡伯人民长篇史诗，大型奇石微书 《西迁之歌》、
《唐诗三百首》 等，幸被世人错爱。故广纳海内奇石，书王子华章，写才俊美文。蒙四海知音，高阁
宝爱而视为文物传家。余之微书，非谓奇异，情若卖油翁言：“无他，惟手熟耳”。愿与神州高士，
同心同德，携手前瞻。为我中华锦绣文化，为我中华书道书法，鞠躬尽瘁，留墨史上而造福世人。

一

柏春与他的奇石微书

纸是字的载体，但并不唯一。
几十年前，当少年“书痴”关柏春正醉心于中锋划过宣纸的洇染之美时，一件商代武丁时期的甲骨

文作品《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电光石火般地撩动了他的心。
那实在是一件难以言说的大美之作，字体错落有致，排布生动洒脱，结构款款有型。用笔，结字及

章法无不凸显出中国书法古朴天然的艺术之美。啊！这些小小的刻印在龟甲上的中国象形文字竟如此鲜
活和灵动，简直是中国书法的精灵。

柏春突有所悟：先有字，后有笔，然后才有纸。其实，那些诞生于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锦
帛、竹木简板牍之上的“纸前书法”蕴藏着中国书法的本真啊。“纸前书法”通常以天然物质为载体，
天然物质的多样性和唯一性往往要求文字要微小灵动、依势而书。而其书法内在的章法、结构则因自然
物颜色、形状、器型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使中国书法作品产生了一种纸书所不具备的充满着生命力
的律动，这种独特的唯美个性是天然与艺术之间的对话和交融。

柏春想，其实，一件依托于天然物的中国书法作品比传统的纸书更具原始的生命力，冥冥中，那些
落笔于自然物质上的缤纷文字依附着大自然的脉动，呼应着天地之灵，这不就是我苦苦追寻的天人合一
的书法意境吗？天人合一是一种心灵的感知，柏春开始在奇石上试写微书，深厚的书法功底和不俗的艺
术境界让他很快就找到了一种蓬然而发的感觉，他一发而不可收，每天丢魂摄魄地写下去，如醉如痴、
不停不休，如同寻找他冥冥中在天一方的灵魂。

关柏春在探索“纸前书法”的道路上如沐春风般的前进，几十年以来，他除了继续用宣纸书写长卷
外，把全部精力投放了在“奇石微书”的研习和探索中。他不懈研究、探索殷商甲骨文、西周大盂鼎铭
文、西周毛公鼎铭文、西周散氏盘、东周石鼓文、秦代书法、泰山刻石、云梦睡虎秦简等的演化、发展
过程和规律，用极小的狼毫笔在石头等多种天然器物上，用微如鱼卵的文字表现中国文字的原始之美。
他认为，石头等长达亿年以上的天然物质是一种上天赐予人类的天然信息载体，而文字是人类独特的一
种语言艺术交流，两者的交融和结合才是中国“纸前书法”的大美之所在。

东汉南阳人师宜官，是中国见于史书记载的最早微书家。“当时的汉献帝（公元 !"#—!"$年在位）
酷爱书法艺术，征天下工书者数百人，而师宜官所写八分书独擅胜场，大字可一丈见方，小字则一寸见
方小格中可写一千个字，可谓是当时真正的微书了。微书为书法之精品，难在其微、妙在其巧，贵在其
体小而量大，古往今来，浅尝辄止者有之，而成名者寥若晨星”。钟情于“纸前书法”的关柏春不但把
师宜官作为自己膜拜的偶像，同时立志要做一个比师宜官更加独特的微书大家。可惜师宜官的微书存世
很少，而且都是用纸书写的。柏春的取材超越了前人甚至古人，他思量许久，“奇石微书”这个空前响
亮的名词在关柏春的头脑里萌生了，对，就叫奇石微书，一定将中国的奇石微书事业发扬光大！

先有石、后有字、再有笔，然后有关柏春的奇石微书，无数个凝思研读的日日夜夜，无数支磨秃了
的极品狼毫终于为柏春叩开了崭新的中国书法艺术之门。经过了大半生顽强不息的苦苦求索，他终于成
为了蜚声海内外，名副其实的“中国奇石微书第一人”。奇石微书并不限于奇石，柏春书之不拘其器：
石、竹、木、陶、瓷、锦、布以及各种名贵器皿上各有神韵、各有心得。观柏春书法，其字微如鱼卵，
字字如珠、凸凹有致，因势而章、款款有型，处处体现出自然、文字相得益彰的美妙神韵，或如高山流
水、滔滔而下，或如山川林木、触目皆悦。那行行列列如有神助的文字就像柏春几十年顽强不息的足
迹；那疏密错落，大气豪放的谋篇布局就像大自然赋予书者的运道走势。生命感悟，各有不同，因势而
书，大美嫣然，令观者神色飞扬，喜洋洋者矣。

二

柏春其人

俗话说：字如其人，中国文字是一种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
一”的基本规律，也反映了柏春的精神、学识、人格和修为。

!、精神篇

———照亮前路的电光火石

画家，柏春的挚友严飞华先生曾经为他画了一幅油画———《在路上》，画的是柏春负重前行中的一个
背影，像一个粗衣草履，云游四方的僧人，背一口袋缤纷的玛瑙石正走向莫名的远方。美妙的阳光照亮
了他孤独却又义无返顾的背影，肩上承载的一袋家乡玛瑙石是他生命的灵魂也是他一张走向世界的通行
证。凭着它，他正在从中国书法之源走进国际艺术交流的辉煌殿堂……

%岁上，小柏春就开始痴迷在石头上写字了，因为家贫，家乡特有的玛瑙石充当了他的纸。柏春的
家乡齐齐哈尔盛产玛瑙石，当地俗称“火石”。柏春上小学开始就显露了与凡人殊的书法天赋，他的书
法作品屡屡在成人比赛上获奖，与众不同的是，他的作品都是写在石头上的，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自己
的电光火石，命里注定，碰擦出他的艺术火花，并将与他缘定终生的就是大自然赋予他的缤纷奇石。

十几年前，柏春辞掉了自己优越的工作，为自己独创的奇石微书事业开始了漫长的开拓之旅。那时
候，“天荒地老无人识”。但这不影响他将伟大的奇石微书事业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某次全国书法大展上，一位具有核心话语权的大师级评委感到柏春作品奇巧过
人，竟不大相信是其真作，言语间颇有微词。柏春当即说：“也就是坐在了评委的椅子上，但艺术是不
以你的意识为转移的！……”书品既人品，柏春艺高人狂，语出噎人，后果堪忧。但随后现场演示环节

令那位大师眼界大开，他亲眼看到了柏春从容操笔，在那奇石上如神般的点化，不由得声声叫好、叹为
观止。最后，在其举荐下，柏春的作品终于众望所归，被评为全国一等奖。此后，这个故事不胫而走，
柏春的直率和大师的通达遂成为中国书法界的美谈。

"、学识篇

———创作源于感悟

扎实丰厚的学识和鲜活涌动的艺术创意是柏春奇石微书艺术大获成功的基础。柏春自幼痴迷读史、
吟诗、写字。书袭颜、柳、欧、赵，诗慕李、杜、韩、王，把诗书和石头对接是他的一大擅长。石之
奇，天下绝无仅有，书之微，潜心方悟其妙。构思书写的过程，也是柏春与石头，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
的过程。一首首诗词歌赋镌刻于一块块造型相宜的石头上，美文美石相得益彰，犹如被注入了人类灵魂
的一朵天然奇葩。

十几年来，关柏春的大型奇石微书作品不断精彩呈现，无论文化影响还是书法艺术造诣都令人惊
叹。其中就饱含着作者独到的文学感应和艺术创意。他创作的大型奇石微书作品《西迁之歌》就是最早
被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的一部宏篇佳作。《西迁之歌》是在我国西部流传深广的一首长篇史诗，描述了
我国东北锡伯族人民为了保卫祖国西部边疆，奉命西迁伊犁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该长诗文辞优美、
内涵丰富，在锡伯族人民中广为流传并争相咏唱。它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锡伯族西迁及移驻伊犁以后
将近二百年的历史，但鉴于《西迁之歌》的原文是锡伯文，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传播。

上世纪 #&年代，身为锡伯族人的关柏春就萌生了用汉字、用西迁之路上的原石创作奇石微书 《西
迁之歌》的宏伟构想，他为了真切地追寻锡伯族先人们的足迹，寻找西迁长路上落满历史沧桑的奇石，
历时八载，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直达新疆，从风沙苍茫的大漠和悠长神秘的额尔古纳河畔一
路走来，在漫长的行程中身体力行地领悟着昔日锡伯族人“西迁”路上的千般磨难。“西征”归来后，
柏春把从“西迁”路上采集到的 '"块象征我国 !"个民族的奇石，用细如粟米的微书将四万多字的《西

迁之歌》 呕心沥血地写在上面。他的以上壮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央电视台曾以 《民间艺术
家———奇石微书关柏春》为题作了专题报道。从此，关柏春奇石微书事业一发而不可收。

(&!!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深圳龙岗举办的消息激发了他为此次运动会创作奇石微书的构想。不
久，他的大型奇石微书作品《中华民族大运龙》诞生了。该作品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给来自世界不同
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们更加直观地认识了中国。这给了柏春一个深刻
的启示：奇石微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何不把它做大做强，在促进世界文化交流的事业
中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呢？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把奇石微书的发展基地建立在了中国与世界
文化艺术交流的最新前沿———深圳。并得到了深圳市及福田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与帮助。

此后，柏春的大型奇石微书作品不断创作出来，每一件都凝聚着作者巨大的心力。气势磅礴的《古
文两百篇》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篇长达 '&米的漫漫长卷，长达几十万字的微书如银河中的璨璨繁星，
每一个都闪烁着中国文化的光芒。这是天然、艺术和艺术家心力的融汇……

柏春的奇石微书作品终于走出书斋、走出文人的案头，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一个独特门类为世人所
关注，他的作品不断获得国家级大奖。!$$$年，关柏春的奇石微书作品 《西迁之歌》 在人民大会堂展
出。同年，被中国民族博物馆永久收藏。(&&&年，关柏春的奇石微书《唐诗三百首》在京创作成功并展
出。(&&&年，关柏春的奇石微书作品 《唐诗三百首》 在“首届世界华人艺术展”上获书法金奖。(&&&

年，关柏春获“世界华人杰出艺术家“荣誉称号。(&&!年，“关柏春奇石微书展”在北京美术馆展出并
引起较大社会反响。(&&(年，奇石微书作品《唐诗三百首》荣获“中国中兴杯艺术展”金奖。关柏春的
奇石微书成为上世纪末的一种新兴中国文化现象放出了异彩，受到了中国文化、书法界的关注。关柏春
在奇石微书领域上独树一帜。

除了大型奇石微书作品外，他越发在奇石微书小品创作上驾轻就熟、玲珑百现，在天然奇石上演绎
出了一种奇石和微书水乳交融的梦幻意境。在奇形怪状的石头上、器皿上，他的细如微卵的文字犹如满
天的星辰发出睿智的闪烁，或诗词曲赋、或名家名言、字与画、情与景、动与静，出其不意、巧夺天
工。

写在两块木化石上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是柏春的一件得意之作。令人称奇的是，这两块酷似中
国古代宫廷中笏板的木化石竟是同一块木化石上神化开来的。柏春在用这块木化石书写《前出师表》时
并没有想到，就在他完成作品的一刹那，那似有神助的木化石竟从中间裂开来，活脱脱胎出另一块纤毫
不差的姊妹板，于是《后出师表》便在这块姊妹板上诞生了。两件作品呈现出的天赋神韵显然是传统的

宣纸无法承载的。
这是一块颜色淡雅的彩陶石，石头上生长着两棵惟妙惟肖的“板

桥竹”。画面纯净如洗，竹节环环而生，四五片竹叶恰到好处地彼此呼
应着，似乎微风掠过。柏春出其不意地将文字沿竹侧竖向排布着写下
去，远望去，好象是荧荧月色下的斑斑竹影，意境幽幽，为美妙的天
然画面增色不少。柏春说，如果按照传统，将字写在画面的空白处，
天然画面和字就有了冲突，其结果就损坏了整个画面的意境。以上的
处理使字与画相得益彰，互为添彩儿，这就是一种自然与艺术的呼应，
可欲而难求的。

这是一块普通的国画石，上面有一大一小两个圆圆的光晕，大圆
上有桂花月宫，小圆上隐隐显示出地球轮廓，于是，“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
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美丽境界顿时在艺
术家的头脑中萌生，他用一首古诗恰到好处地将以上意境串联在一起，
给这块原本已经凝固的天然物质注入了鲜活的艺术生命。

柏春尚古而不拟古，有着与时俱进的一双慧眼，看石头也不乏时
尚元素的眼光，一块平淡无奇的石头被他命名为《快乐本山》，所有人
看了都忍俊不禁。原来，那块石头再现了著名艺术家赵本山小品里一
个著名的桥段：“)*++,啊，饭已 -.啦，下来米西吧……”原来，化
平凡为神奇只在一念之间。

游历于名山大川久矣，柏春对天然景物有了一种自然而发的情愫，
许多别人看上去毫无特色的景致，往往被他一眼洞穿出其中的玄妙之
处。某年，他来到了锦州附近的一座孤山，当地人告说他，这座心型
的土山酷似牛心，当地人约定俗成叫它“牛心山”，至今已说不清有多
少年了。柏春慧眼一亮，仿佛看见那山顶上竟盘坐着一个虬髯的千年
老者，当即一拍大腿说，哪里是什么“牛心山”，应该叫“老子岭”才
对啊。“牛心山”，“老子岭”一俗一雅，一平一奇，日后就成了名闻
遐迩的旅游圣地。这看似随意的一个发现，其实蕴藏着他几十年对石
头的一种独特感悟啊。

#、人格篇

———书品即人品

柏春是性情中人，典型的东北汉子，豪爽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他的眼里只有朋友，这就注定了
他成功的两个要素———书品和人品。

某年，一位美国著名交响乐指挥家在深圳与柏春偶遇，这位柔情而浪漫的艺术家见到了柏春的作品
非常震撼，他从不同文化的差异中看到了共同的东西———美。一番艰难的沟通后柏春才知道，老人对奇
石微书一见钟情，想挑选一件有寓意，很“中国”味的作品回国后送给夫人。柏春与其一见如故，马上
心领神会，当即将一首《长相思》写在了指挥家中意的那块奇石上：

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

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似谁，浅情人不知。

当柏春将这首晏几道的《长相思》反复说给指挥家听后，发现老人已经泪流满面，突然，老人竟一
下子拜倒在了这块石头面前……

当晚，柏春作为指挥家最重要的中国客人被隆重邀请坐在首排正中的座位上，演出结束后，指挥家
继续借助翻译与柏春进行了一次淋漓尽致的交流，后来，指挥家与柏春成为了远隔万里却心心相印的朋
友，音乐和石头合奏出了一曲超越语言、超越国界，也超越了不同艺术门类的乐章。

“以石交友”是柏春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说，他的生活基本可以用两件大事来概括，写石头和
交朋友。他通过石头结交了许多不同领域、不同背景、不同风格的朋友，这些朋友有原中国国民党主席
吴伯雄，美国休斯敦市市长，原中国书协主席沈鹏，中国书协顾问李铎，原中国收藏家协会主席史树青
以及著名诗人贺敬之、徐放等，柏春在与这些政治、艺术领域精英人物的亲密接触中，越发感受到了中
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自己的奇石微书造诣也在与他们的不断切磋、交流中日臻完善。“一石小天
下”，柏春在他自己独创的奇石微书天下里怡然忘我，不亦乐乎。原中国书协秘书长张虎为柏春题词
“石神”，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则写道：“关先生的作品和收藏展现了他对艺术的成就和执
着，十分叫人钦佩”。

(&&(年，深圳电视台的《第一现场》便开始为观众讲述奇石微书关柏春的故事了。其中一档“主
播学艺”的特别策划活动中，主持人董超还拜柏春为师学起了“微书”，而柏春也通过新兴媒体不断获
得继续发展的“正能量”。关柏春奇石微书吸引并赢得了更多的观众和收藏爱好者，他们为了奇石微书
的共同爱好走到一起，成为了奇石微书艺术创作道路上的同道者。去年，在众多志同道合朋友们的大力
支持下，深圳关柏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柏春的艺术生涯迎来了令人期待的“第二春”。公司
的成立放大了柏春的视野和脚步，他放足世界，作为“欧洲文化艺术之旅”中的艺术家团友，先后到卢
浮宫，蓬皮杜艺术中心，凡尔赛宫等欧洲著名艺术圣殿传播中国的奇石微书艺术。然后又到美洲、东南
亚诸国考察中国书法艺术在那里留下的文化痕迹。广阔的视野给他带来了宏大的心得，海内外不同种
族、不同文化氛围下的人们对中国奇石微书的喜爱和追求让他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振奋，他决心把这项
饶有意义的艺术事业更好地发展下去，让它成为世界艺术之林中的一棵常青树。

如今，关柏春的作品已经作为国字号的艺术珍品先后被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民族博物馆，奥地利
国立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等众多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与此同时，很多企业界的朋友也积极参与
进来，支持柏春，助推他蓬勃向上的艺术事业，这是柏春艺术追求和高尚人格的成功，两者缺一不可。
如今的柏春有了很多的名衔：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深圳市书画家协
会副秘书长……但是他通常不用这些名衔，他说，他的存在形式就是他的石头和他的奇石微书，能读懂
这些就读懂了他。

$、修为篇

———书痴柏春

广东韶关的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惠能弘扬“南宗禅法”的发源地，也是柏春艺术升发的圣地，依山
面水，峰峦奇秀，古树参天的一派肃穆中，柏春借一僧房住下，一连几天不动笔，只在深研佛经的过程
中等待冥冥中的一种召唤。他坚持没有灵感不写，没有冲动不写，没有感悟不写。终于，当天鼓敲打心
扉的那夜，一簿《金刚经》 在一素白扇面上一挥而就，那是刻印在他人生长路上的“心痕”，抖一抖，
撒下丝丝生命的甘霖。如今，这幅被喻为“人间天书”扇子被一位著名大师收藏，徐徐展开时，清风佛
面、醍醐灌顶，这就是他的风格。很难看到柏春的现场创作，他说，这是一种很独立、很自我甚至很隐
私的一种竭尽心力的创造而非即兴的小品表演，后背上落满了眼球，下笔就有失偏颇，这是最不能容忍
的。人们看惯了舞台上的艺术表演，而那种艺术是需要“行为”作为前缀的。他决不允许自己钟情的奇
石微书艺术成为浮华时代的一个噱头。他潜心创作，视艺术如生命，从来都是有灵感、有冲动而书，决
不草率地完成“作业”，这也许就是他的作品一件难求，总是被人们当作“国之重礼”的原因之一吧。

中国体操队总教练黄玉斌是柏春的挚友，他眼中的柏春与别人不同，到他那里造访时，特别喜欢静
静坐在训练场一隅，看那些充满活力的小队员们的闪转腾挪。他知道，此时的柏春正在“入境”，他是
在寻找一种灵动脱俗的中国书法的韵道。柏春说过，中国书法是一种象形文字，好的书法艺术是有人的
生命力的，那字的撇、捺，点划的顾盼特别像四肢健硕、舞姿绰约的少年。文字不拘其小，微书同样讲
究运笔、结构、布局的运道，而且字越小越有味道，就像中国十八般兵器，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
一寸巧……

我曾经采访过书法家张济生先生，他说：“一副好的书法作品是充满活力的，我曾经做过这样一
个梦，把自己刚刚写好字的宣纸挂起来，轻轻一弹，那些鲜活灵动的字竟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掉在地
上的字个个鲜活，竟能奔跑跳跃……”柏春说，好的奇石微书作品可以达到物书一体的境界，那字与原
石共生共存，石在字在，石损而字意不散，甚至可以从残字的特点中窥见原来器物的全貌……”以上两
番精彩的对话分别出自两位对中国书法有着独到见解的艺术家，前者强调灵动，后者强调融会贯通、天
人合一，无论是灵动还是天人合一，都是书法意境的一种极致体验，来源于书法家对书法艺术的痴迷，
也来源于书法家对中国书法超凡脱俗的理解。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书圣张旭见公孙大娘舞剑，进而使自己
的草书造诣突飞猛进的故事。真是书源一脉，古今成大艺者，盖莫能外啊！

关于自己钟爱的奇石微书，柏春敬之如神，容不得半点怠慢和亵渎，他对奇石的遴选，构图的设计
和文字的书写状态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为此废掉的原材料已经不计其数。他说并非每一块奇石都可作
书，而且可书之石亦不可随意作书。柏春遍访名山大川，首先以他的修养和慧眼选择中情中意的石料，
这是奇石微书获得成功的重要一步，选中的石料不拘一格，或突兀嶙峋或晶莹剔透，或润如软玉或文华
似锦，但要追求其是否蕴藏着一种天地灵气，这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他通常是不会用刚刚到手的石
头来创作的，到手的石头把玩琢磨三五日甚至一两载，做到心石相通，方可慎重落笔，因为并非所有石
头皆可微书，其石面凹凸不平，其石质相差甚远，所谓“石头吃字、字吃石头”就是说得要依照石头的
形制和质地去处理微书的表现方法，否则不是字“抢”了石头，就是石头“抢”了字，看上去就失去了
整体美。同时，也并非任何时间和空间皆可微书，温度、湿度、光线，包括笔墨的质地，都对作品构成
很大的影响，只有都照应到了，做到了无石不奇、无书不巧、小中见大、动中有静、或清新秀丽或凝重
遒劲，每件作品才能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值得收藏的孤品。

下笔时全凭深厚持久的功力和敏锐的心神感之，微微的一个脉搏律动都会影响到运笔。所以，微书
的过程就是一种心神独步的过程，必须做到心心相印、物我合一，像探囊取物一样的精准，决不允许有
一丝一毫的犹豫和彷徨，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笔者不禁想起了同仁堂的一副著名对联：“炮制虽
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同样适用于柏春对奇石微书的追求啊！

柏春说，近年来，他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除了创作大型奇石微书作品外，一年作为馈赠、出
卖之物只书写八把扇子、八把壶。要么不写，要么用尽心力去写，力戒自己在越来越多的市场需求中，
流俗于渐显浮躁的社会。

我终于见到了创作中的关柏春，那是一个万籁俱静的夜晚，在他的工作室里，在他万千心爱美石的
围合中，柏春坐在自己的工作台前，在柔和灯光的照射下，细细地打量着一块产自广西的“国画石”，
这是形成于 (亿 '千万年前广西海底生成的一块美石，打磨抛光后的图案恰似一幅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
画，柏春要在上面手书一首唐诗。他先是款款研磨着手中那块产于清朝的纯胡麻油烟古董老墨，用狼毫
小楷反复试探着墨汁的效果，端详、揣摩了许久，方才慢慢的“悬笔”在石上，一发而不可收……

中国书法讲究“悬腕”、“悬肘”，柏春的“悬笔”似乎是一种物我两知的书写境界，只见他执笔的手
随着石面的高低起伏而起伏，方寸之间，有一种气贯长虹的气韵在石头上延展铺陈。屋子里一片寂静，甚
至能听见自己的脉搏之声，我默默地想，这也许就是一种缘，一种天人合一的缘分，他的作品就如同他的
人，空灵俊秀、浩淼无垠，细听处，似乎背着一口袋石头向你走来的那个执着艺术家有力的脚步，声声不
息，步步坚实。

近些年，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升，柏春的奇石微书作品蜚声海内外，“关柏春热”中，许多拥趸、
粉丝和收藏者纷至沓来。但他却逆市场而动，用十倍以上的价
格纷纷回收自己曾经的作品。他说，对方尚若逐利，十倍以上
也就够了，不如将他收回来赠与识家。眼下，浮躁的社会形态
下难能做一个心静如水的人，柏春做到了。常说：“山高人为
峰”，也就是说，再高的山，也高不过登顶者，无论高矮，无
论先后，登峰就是伟人，伟哉———屹立于中国奇石微书之颠的
关柏春。
（作者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奇石专业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

“ 奇 石 微 书 ”———柏春印 象
步 雄

金台记：

东汉南阳书法家师宜官，在方寸小格纸上能书写千字，是中国

见于史书记载的最早微书大家。其后以微书成名者寥若晨星。

今有齐齐哈尔锡伯族人士关柏春，% 岁开始迷恋石头上画字，

后发展升华，深得其中奥妙，以微如鱼卵之字，将书法艺术用狼毫

笔书写于奇石之上，为奇石赋予了新的文化价值，并因此参赛获得

多次殊荣，受到海内外各界好评，这就是关柏春独创的“奇石微

书”。细细品读研究其人其作，深感其造诣之深，学养之厚，境界

之高，艺术之精湛，让人惊叹。他将这些综合素质融会贯通在一

起，经过长期锤炼、体悟，创造出的一件件独树一帜、精妙绝伦、

巧夺天工、石书一体的艺术作品，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与他交往一

段时间，你会不由自主地慨叹：这是奇人一位。

奇人以奇石为砥，数十年痴迷其中，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创

作奇书，亦即奇妙之微书书法艺术。

奇人用他独特的理念和实践，不断创造着微书艺术的一个又一

个新奇迹。我们期望他也能在未来的墨史上成为璀璨晨星中的一颗。

关柏春，男，锡伯族，!"#"年 $月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中

国农工民主党党员。现为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扇子艺术学

会理事，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深

圳市书画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将军书画艺术院书画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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