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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初夏的晚上，两把圈椅，两杯清茶。初见

徐新国，竟也像熟识多年，不知不觉间已聊至深夜。

徐新国，总装驻京某研究所管理处处长，一张

国字脸威武刚毅，一双大手指间藏着墨迹，言谈中

军人风采与儒雅温和并重。嗬！好一位英姿勃发

的军旅书法家！

用诗词丰富书法内涵

徐新国写的是榜书。榜书，古时称“署书”，又

称“擘窠大字”。据记载，第一位书写榜书的书家是

秦丞相李斯，而汉丞相萧何首先把榜书运用于装饰

帝王宫殿。其后千百年来，榜书从赞颂帝王功德、

装饰皇室苑囿，发展到题写士人宅第、庙宇、关隘要

塞、城楼、园林景观、名山大川，最后进入了寻常百

姓家，商家亦用以书写招牌。书体也从单一使用篆

书、真书，发展到使用行书、草书。

也许正是榜书寥寥数字的那份洒脱，那份自

如，以及榜书对书体的不过分挑剔，使行伍出身的

徐新国更为青睐。繁忙的工作之余，铺开纸墨，几

分钟就能写上几个大字，既能直抒胸臆，又能陶冶

情操，尤其是榜书可以尽显军人的那份阳刚与豪

情。用徐新国自己的话说：“榜书充满了力量，最能

彰显军人的个性，体现军人的大气势大气魄，给人

以美的享受。它能诱导人们向善向美向着崇高积

极进取。”书写榜书，何等快哉！

练习书法，徐新国没有家传。然而他的家乡湖

北郧县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城下之盟”“朝秦

暮楚”两条成语据说就发生在这里。6岁那年，他遇

到启蒙老师彭有斌。这是一位被下放到小学教书

的大学生，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徐新国从小学一年

级开始一直到初中毕业都用毛笔，不用硬笔，打下

了坚实的楷书基础，由此而受用终生。

16 岁那年，徐新国入伍来到部队。新兵下连，

他就成了连队的通信员，后来又成了团里的打字

员，这样的工作让他有了较多的闲暇。业余时间，

他一门心思练习书法，从临摹颜、柳体开始，到醉心

于练习狂草，并购买了张旭、怀素、王羲之、米芾等

古代大书法家的草书碑贴开始临习，这一写就是 10

多年。

写书法没有内容不行，没有内涵更不行，徐新

国开始学习诗词，为的是能给自己的书法增添点文

化韵味。2000年，他参加了《中华诗词》杂志社举办

的函授班，遂拜著名大家陈明强先生门下，并成为

得意门生。他写信给老师说：“对于诗词，我本一窍

不通，原本也没想过要涉足它。只是有些句子在脑

海里像鸟一样飞来飞去，像鱼一样游来游去。按捺

不住躁动的心情，便有了学诗的念头。”

正是这一点让他与其他书法家有了不同——

诗书兼修并蓄。

记得初涉诗坛之时，正当仕途多舛、步履维艰、

心情撩乱之际，情绪十分低落，曾有“万般心事付云

烟”“劝君日日杯莫停，如画江山，飞觞化诗魂”等

句。老师陈明强给他当头棒喝，“既言如画江山，却

为何不能有所作为，只落得心事付云烟，借酒浇愁

的地步？从诗意上看，乃无病呻吟，从思想上看，与

当代军人格调不符，大不应该。你是一名军人，军

人就要有军人的气魄，不然怎么带兵打仗，怎么保

卫祖国？如果你不改变文风，就啥也不是，不配做

我的学生！”

一语惊醒梦中人！诗是一种精神产物，是一种

精神动力，渗透在军人的血液里，必然升腾为一种

军魂。从那时起，徐新国的诗里开始洋溢着担当意

识，多了一份对国家、对部队的责任。

且看他的《沁园春·观〈军人道德组歌〉演唱会

有感》：“内外长城，大风歌啸，气壮山河万里疆。旌

旗涌，现潮声澎湃，斗志昂扬。”“历代朝纲，盛衰兴

替，每与军魂共抑扬。争传颂，看今朝劲旅，歌固金

汤。”再看他的《沁园春·抒怀》词：“七尺之躯，挑灯

把剑，忍教征衫落酒痕？阳刚气，正忠贞许国，厉练

精神。”“铮铮铁骨，挺立男儿仗义身。今朝梦，纳风

雷大麓，挥手千军。”也难怪，他把自己的首本诗集

命名为《磨盾集》。

这是何等的豪气！正是这份豪气给徐新国的

书法加入了灵魂，这是书法的精神，更是阳刚的军

人之魂！也正是这种豪情使他能四十载寒窗笔耕

不辍，愈挫愈奋、百折不挠！

用生活阅历滋养书法技艺

“力透纸背”，是习书之人对书法的最高追求。

颜真卿在《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中曾说：“其用锋，

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成功之极也。”

练习书法多年后，徐新国悟到这一点，“楷书是

书法的基础，基础打不牢，其他书体就如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虽然自己以前有十余年楷书的基础，但

还是觉得不够。只有在楷书上把工夫下到，才能真

正做到‘滴水穿石’‘万丈高楼平地起’。”

特别是拜师著名书法家李炳焱后，他更是把楷

书的练习放到了最首要的位置。在担任机关助理

员的几年和当政治协理员的 3 年里，他摒弃各种应

酬，坚持站着用长锋写楷书，每天晚上 3 个小时雷

打不动。他谨记“颜筋柳骨”之说，百练不厌地临摹

颜柳帖。再后来他又临习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乾

隆、唐寅体，逐渐形成用笔圆转灵动、潇洒淋漓、凝

重豪放又自成一家的书法特色。也正是这次“回马

枪”使徐新国的书法得到了质的飞跃。

徐新国有句口头禅,“酒不白喝，肉不白吃。”

看似戏谑的八个字却代表了他对艺术的不懈追

求。随着工作越来越繁忙，随着应酬的增多，他用

来练习书法的时间越来越少。一次，大院里的一

位老干部问他，“你还练书法吗？”他有些惭愧，“现

在太忙了，练的少了。”老干部说：“难道你还有毛

主席忙吗？他老人家在革命战争年代都能保持着

对诗词和书法的热爱，你就不能吗？这个爱好可

不能丢啊！”

这番话警醒了徐新国，“对于艺术的执著需要

无我的状态和为艺术献身的精神。”从那时开始，他

每次在外应酬之后，不管多晚，回家都要挥毫一把，

一直写到写不动为止。他认为，“只有把酒肉转化

为艺术成果，才能达到‘酒不白喝，肉不白吃’的目

的。”

任何一种艺术创作都需要灵感。偶然间，他发

现一点点酒精的作用，反而使笔下经常会出现一些

“神品”。喜酒但不嗜酒，在那种似醉与非醉的状态

下泼墨挥毫，游离在醉与不醉间，无门无派，无拘无

束。在他出版的《徐新国榜书册》中，不少作品都是

这样一挥而就的，而这些作品也得到了著名书法家

沈鹏、李炳焱的高度认可。

徐新国长期负责军队科研单位的行管后勤工

作，多年没有休假。虽然自己抓住一切可以利用

的时间去练习书法，但还是没有大块的时间来的

痛快。

2012 年七八月间，他抓住一次难得的机会，请

了 7 天假。这难得的 7 天假期，让他的创作热情猛

然爆发。他把自己关在家里集中思想、集中突破，

写累了就睡，睡醒了接着写，没有灵感就喝口酒。7

个昼夜的“闭关”挥毫，200 余幅榜书的精品力作喷

薄而出。甚至于，他“出关”后觉得连嘴巴都麻痹

了，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也正是这 7 天的集中创作，才使得他能在老师

李炳焱的指导下，从中精选 80 余幅作品集中出版

了《徐新国榜书册》。这本书册中，有沈鹏先生致徐

新国的信（手迹），有著名书法家谢冰岩先生早年题

赠的“百炼成钢”，词坛泰斗周笃文先生题的“笔底

龙蛇观气象，胸中韬略走风雷”，中央军委原副主席

张万年上将题写的“军魂”，李栋恒中将题写的“翰

逸神飞”，李文朝少将题贺的“诗意书魂”，著名词作

家、诗人石祥将军题贺的“磅礴之势，军人气概”，著

名书法家查日华先生题贺的“神笔”……

这就是书画大家们对军旅书法家徐新国的集

中评价！

用书法艺术激扬军魂

军人，是徐新国最骄傲最自豪的称谓。在他的

心里，学习书法不仅是爱好和追求，更是为军服务

的工具。

入伍以来，从战士到班长，从基层到机关，再到

走上领导岗位，他始终没有放弃习书。早在基层担

任连队指导员时，他就把书法当作“半个指导员”，

认为书法不仅能帮助人修身养性，更能感染人、鼓

舞人。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军人，

练习书法不仅仅为了愉情悦己，而更应该服务官

兵，服务部队，用书法凝聚兵心，用书法激励战士，

担当起时代的重任。”

还记得当年在基层部队担任政治指导员时，这

个部队刚成立不久，驻地环境差，营区建设差，是少

有的“没有围墙的营区”。而且营区经常停电，“晚

上停电后干什么”成了他考虑最多的事情。为了凝

聚兵心，他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几乎一停电（那时

每周都要停几次电）就要搞一次“即兴晚会”，让战

士们把没有灯光的夜晚过得有滋有味。他还开设

了书法兴趣班，讲书法的历史，如何鉴赏书法，并教

战士练习书法。

除了日常养成外，战士入伍时，他给大家讲课，

用自己练习书法的经历激励大家学习，引导大家养

成高雅的兴趣爱好；战士退伍时，他给每人送一副

字，勉励大家进入社会后要坚持学习。现在走上领

导岗位了，下面的兵退伍时还是要找他讨要一副字

来自勉。如今，他已经在部队带出了不少文艺骨

干，这些文艺骨干在部队帮助他纯洁连队风气，退

伍后有的还成为地方小有名气的书法家。

军队行管后勤工作就是服务保障，事无巨细，

经常有很多工作得不到别人理解。每当遇到挫折，

他都会一边练习书法，一边平静自己，检讨自己。

这时，书法就成了磨练心性的好工具，成为工作的

润滑剂，“书法不仅能提高思想认识，提高工作能

力，还能宽阔自己的胸襟，提升军人的气质。”

特别是在他小有名气之后，不少战友、领导前

来求字，他不仅来者不拒，还坚持把字都写到自己

满意。他始终认为，“送人以书法，就是送去吉祥如

意，给他们送去美的享受。如果写的字自己都不满

意，还谈何美的享受？”

练习榜书、创新榜书，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

力。如何把书法与军队结合起来，更好的为军服

务，成为徐新国长期思考的问题。他发现“龙”作

为一种中国人喜爱的形象，经历数千年而不衰，被

赋予吉祥、和谐、积极进取、不怕困难等精神含

义。龙的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也适合军

队的氛围。而且，从甲骨文中的“龙”字开始，龙已

有 200 余种写法。自古以来，书龙者多如牛毛，几

乎写字的人都要写上几个龙字，但迄今为止还没

人能用百种书体书写龙字。军人徐新国决定向此

发起挑战！

“榜书要‘肉中见骨’，充满精神的力量。用榜

书来写‘龙’最符合军人的个性。”徐新国说。

纵观“百龙”，每幅龙字都形态各异，构思巧妙，

展现了中国军人的昂扬斗志。无论是飞龙在天的

腾云驾雾，还是蛟龙入渊的翻江倒海，他将龙运动

过程的急缓快慢和气宇轩昂之势发挥得淋漓尽

致。如今,他的“百龙”作品，正准备结集出版。于

一人之手书“百变”之龙，是何等不易！

正如中国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赵长青所言：

“他（徐新国）的榜书具有力拔山兮之气概，整体潇

洒而且俊美；他的草书‘龙’字作品，颠张醉素、千变

万化，无一重复之笔，个中蕴含的是当代军人的阳

刚之气，年轻书家的飘逸风采。”

俗话说，“看字识人”。记者感悟到，唯有胸襟

宽阔、胸有担当，胸怀军旅，才能将一个“龙”字写得

如此挥洒自如、酣畅淋漓！唯有书法家与军人合二

为一，才能将浩然正气与阳刚之美融入其中，将榜

书如此的发扬光大！

正如著名书法家谢冰岩先生于 96岁高龄时赠与徐新国的两幅作品，“百炼成钢”“剑胆琴心”。边
聊边品，记者发现用这两个词形容他最恰当不过——自 6 岁习书，笔耕不辍，至今已有整整 40 载，可
谓百炼成钢；自踏入军营，与阳刚威猛为伴，竟也修得满身书生意气，可谓剑胆琴心！

百炼成钢 剑胆琴心
记军旅书法家徐新国

□ 本报记者 张 强

徐新国 军旅书法家、诗人，总装驻京某研究所管
理处处长。6 岁习书，40 载笔耕不辍。师从沈鹏、李
炳焱、彭有斌等名师大家，楷书习临颜真卿、柳公权、
唐寅、乾隆，草书习临怀素、张旭、于右任等历代巨擘，
以于右任和沈鹏书体最为钟情，习练最久。著有《磨
盾集》《徐新国榜书册》各一卷，另有《雕戈集》正结集
出版。书法、诗词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今日文艺报》《中华诗词》《诗
刊》《中华词赋》等各大报纸刊物。部分作品被收入

《中华翰墨名家作品博览》《世纪诗词大典》等多部大
型典籍。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华诗词学会等专业
组织会员。并受聘中国国际艺术网终身艺术顾问、中
国诗书画联盟网终身名誉主席、北京华夏龙文化艺术
研究院副院长、世界艺术家联合会和美国海外艺术家
协会理事。艺术成就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人物
辞海》《21世纪人才库》等20余部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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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德载物

龙

尚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