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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臣，1955年10月出生，河南安阳

人，中国书协第五、六、七届理事，楷书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原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

院艺委会委员，空军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

长，丰台区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杨明臣

是当代书坛名家，尤其擅写小楷，作品数

十次入选全国专业书法展，并多次获奖。

2013年作品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

“三名工程”( 名篇、名家、名作）大展，

多次担任全国、全军书法展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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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杨明臣艺术工作室”，我慕名采访了这

位挚爱书法、终有所成的当代书坛重量级人物。

杨明臣先生娓娓道来，把我带入了他的人生书

法之旅，使我感受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

农村娃自幼痴迷书法

河南安阳是甲骨文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文

字之根，人类祖先在这里繁衍，华夏文明在这里发

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杨明臣出生在豫北大地

河南安阳滑县一个普通农民家里，村子里有几家大

户人家，家境殷实，重视教育，村子里考过举人、秀

才的，会写毛笔字的人很多。杨明臣就读的小学、

中学就有几位老师写得一手好字。这使他从小就受

到了书法艺术的熏陶。

杨明臣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接触书法的，那

时班里有了书法课，字帖是老师用一张16开纸书写

的，学生以老师的字为范本，从描红开始照着写，

看谁描得像，写得规矩。他因为临得认真，写得形

似，经常受到老师表扬。1965年，学校进行书法比

赛，杨明臣获了奖，奖品是一本标准的柳公权楷书

字帖。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帖不离身。在那个经

济落后、文化贫瘠的年代，杨明臣放学回家打发时

光的主要方式就是痴迷于读帖写字。

上个世纪60年代的豫北农村经济落后，还未

通上电，杨明臣每天放学回到家，晚饭后就点起煤

油灯开始读帖练字，写字用的毛笔买的是一毛钱一

支的，那时没有墨汁，自己买来廉价墨块在砚台里

研磨，纸张全是自己捡来的。杨明臣从儿时起，就

养成了爱惜纸张的习惯，直到现在，条件改善了，

依然舍不得浪费一张纸，总要把字写满为止。上小

学的时候他一个人住家里的东屋，母亲在堂屋织

布，奶奶在西屋纺纱，母亲的织布机穿梭声、奶

奶的纺车摇动声，伴随着他手中的毛笔在纸上飞

舞，是他童年最快乐的时光，也是永远抹不掉的

记忆。

跨入军营初心不改

俗话说，字是一个人的门面，字写得好的人到

哪里都受欢迎。杨明臣说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屡屡

遇到贵人，得到帮扶，因字得福，受益一生。

1973年11月，武汉军区空军某部到河南滑县

征兵，因为杨明臣有很多特长，不但字写得好，而

且还是个懂乐器、爱体育的活跃分子，经过体检

无大碍，杨明臣被正式批准入伍。在收到入伍通知

书那一刻，他激动万分，兴奋得一宿都没睡好觉。

1973年12月25日，杨明臣告别父母，参军来到了武

汉军区空军某部，部队驻地在河南省鲁山县。

到部队后新兵训练两个月，杨明臣的特长优

势凸显，写板报、教新兵唱歌这些看家本领全都派

上了用场。两个月的新兵集训，他只参加了一个月，

未等新兵集训结束，就直接被调入了该部队的电影

组，学放电影，当了一个令人羡慕的机关兵。

1975年，武汉军区开办了一期为期半年的“全

军美术培训班”，学员都是来自陆海空三军各大军

区的美术骨干，授课的美术老师都是全军最好的专

业美术工作者，杨明臣很幸运地被选送到培训班学

习了半年，学到了美术书法基础理论知识，把他引

上了艺术之路。

艺术的天赋、良好的文化氛围、工作上的出色

表现，杨明臣很快被吸收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了同

期入伍中进步最快的。1976年12月部队选拔义务

兵上大学，这也是武汉军区空军最后一批保送的工

农兵学员。杨明臣被顺利选送到湖北大学政治教

育系读书。大学四年的学生生活，使他拓宽了视

野，增加了知识和理论储备。1980年1月杨明臣

毕业回到了原部队，被提拔任命为团政治处宣

传干事。

1982年，根据上级指示，抢救党史军史资料，

各大军区都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组办公室，刚刚大

学毕业的杨明臣被借调去为老红军、老八路撰写

回忆录。1983年杨明臣被调入武汉军区空军政治

部秘书处当秘书。1984年初下派他到武汉军区空

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飞行一大队当了副政委。由于

工作努力，他当年荣立三等功，并被推举为武汉军

区空军党代会代表参加了党代会。

1985年部队精简整编，武汉军区空军编制撤

销，只保留了空军武汉指挥所，后改为空军武汉基

地，杨明臣先后担任指挥所政治处的副主任、主

任。当时硬笔书法很流行，甚至到了火爆全国的程

度，他组织青年官兵练书法、办展览，并经常向报

刊投稿。他在创刊不久的《书法报》上发表过多篇

硬笔书法作品，知名度不断扩大。

杨明臣还谈到在武汉军区空军工作期间，他

有幸结识了原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马国昌。马国

昌是个老八路，干起工作来总是充满激情、风风火

火，他从马部长身上学到了做人写字做事的深刻道

理。1994年杨明臣被调入空军政治部，先后担任过

空军政治部政研室副师职研究员、组织部副部长，

1999年9月被任命为空军设计局政委。

杨明臣钟情于书法，痴迷于书法。他认为人的

一生很短暂，要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写字是他一

生的挚爱，每当拿起笔来，毛笔在宣纸上舞动，笔

尖在黑白之间穿梭时，精神上的愉悦是没有进入意

境的人所想象不到的，这才是他所想要的人生。

2000-2003年，杨明臣把全部的业余时间几

乎都用到了书法上，他不仅沉潜在各种经典碑帖

中笔耕不辍，而且通过各种渠道拜访求教于欧阳

中石、李铎、刘炳森等当代名家，还与孟凡锦、赵

勇等在军事博物馆举办了八人联展，加入了中国书

法家协会。2003年，为配合中国书协举办的第八

届全国书展，总政组织举办“首届全军书法骨干培

训班”，这次培训被军队书法爱好者称为“黄埔一

期”。杨明臣积极配合主办方准备场地，组织活动，

并有幸参加了这次强化培训班。2004年2月他创作

的楷书作品入选全国第八届书展。在这次创作集训

中，他在名家的指导下，正式把魏晋小楷确定为自

己的主攻方向。

为了能够抽出时间用更多的精力研习书法，

弘扬中国书法这门艺术，2004年杨明臣正式向主

管领导提出申请，要求离开空军设计局领导岗位。

报告获得批准后，他感到一身轻松。在待分配期

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书法的学习研究创作

之中。

2004年7月，杨明臣上了刘炳森先生捐助的人

民大学首届书法高研班，两年制，一年集中学习4

次，每次15天。通过听李学勤、欧阳中石、金开诚、

沈鹏等全国顶尖级的老师讲授书法理论和创作经

验，他的眼界大开，此后开始参加中国书协的各项

展览，屡屡获奖入展。从2005年开始担任中国书

法家协会理事、楷书委员会副主任，除参加中国书

法家协会组织的活动外，他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书画

频道举办楷书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临摹、小楷技法

等讲座，并在《夕阳红》栏目、长沙理工大学、河北

廊坊书法学院等讲过书法课。在杨明臣教学工作室

集中学习过的学员，掌握了一套系统的楷书训练方

法，楷书创作都有了长足进步，大多数走上了专业

的书法道路，不少人入选全国书法展，有的在兰亭

奖、全国展中获奖。

2008年5月，杨明臣被调入空军政治部文艺创

作室担任书法组组长。

杨明臣谈及自己几十年来的人生历程说，作为

一个农家子弟，他能够从河南鲁山空军的一个基层

部队走进北京的空军大院，得益于与书法结缘。书

法是他一生的挚爱，书法成就了他的人生。

卓尔不群专攻小楷

著名书法家李铎曾称赞杨明臣：“他写字很

用功，很得法，有思想，有悟性，楷书和行书写得

都不错，是军队书法队伍中的中坚力量。”著名书

法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张荣庆评价说：

“业内同道大概都清楚，重量级的军旅书家里头，

杨明臣算一号。他写字，一直遵循‘二王’一路，长

于楷书及行草，而给人们印象尤深者，乃是他的小

楷。”“明臣痴迷于书道，历有年所。他的学书之旅

艰苦而漫长。他有明确的艺术追求，一路下来他的

表现很是沉稳，很有定力，不慌不忙，坚持不懈，一

步一个脚印，积累日久，乃克其功。这就跟某些急

功近利、朝三暮四、追风弄巧，热衷于燥进之辈形

成很大的反差。”

当问及杨明臣为什么以小楷为突破口研习书

法时，他说：“这条路上走的人少，我不想在人多

的地方再去凑热闹。小楷要给人以平和简静，不激

不厉的感觉，观之如月下散步、夜听秋蝉，清新自

然。甚至从作品的简远静谧之中，能感受到作者的

仪态心声，因为这种宁静不仅出自于手，更是发乎

于心。”书家能达到这种心境谈何容易？在这个经

济社会，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各种诱惑很多，能静

下心来写楷书的人不多，能静下心来写小楷的人更

是凤毛麟角。杨明臣先生独树一帜，能够耐得住寂

寞，经得住诱惑，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写字，精神

可嘉，难能可贵。

杨明臣说，“大字观其势，小字观其精，攻小

字，就要把字字笔笔写精到，自细微处见风采，从

精严处观雅美”。杨明臣所作小楷，法度严谨，点

画精到，处处体现着潇洒简约和静雅的韵趣。笔画

的起止、映带、提按，一板一眼，无不中规中矩、不

激不厉、从容大度。书法是慢功夫，书法靠悟性，书

法靠执着，书法靠学问滋养。写字不是书法，书法

讲的是法度，是人格的外在表现。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杨明

臣在学书的道路上做到了持之以恒、孜孜不倦、锲

而不舍，经过四个多春秋的辛勤耕耘收获了丰硕的

成果。

著书立说弘扬楷艺

当谈到楷书如何传承和创新时，杨明臣说，传

承和创新是一切艺术永恒的规律。书法是我国的四

大国粹之一，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传统性。楷书

发展到今天，功用性尚未完全消失，艺术性已经摆

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

倡导的“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就是提倡书法

回归传统，要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经典”的浓厚

氛围。

杨明臣说中国书法离开了传统就等于失去了

根基，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唐楷把中国书法

楷书艺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王羲之、颜真

卿是中国书法的两条大河，也是中国书法难以逾越

的两座巅峰。作为一名书家，只有在两条大河里沐

浴洗礼，始终不渝地追随登峰，才有可能领略到书

法艺术的独特之美。

杨明臣还谈到，现在一些书法的展赛中，有的

人视楷书为敝履，不屑一顾。更有甚者自命不凡，

以为超越了古人，一些人故作姿态，打着创新的幌

子，以蔑视唐楷来标榜自己的所谓“新派”，究其原

因就是不懂楷书，不入流，更谈不上入门、入道，这

终究是经不起历史检验，被时代淘汰的。

历代先贤告诫我们，要想写好字，必先学做

人。唐代字写不好、不会写诗是入不了仕的，所以

唐楷才达到了艺术的顶峰。作为唐楷四大家之一的

柳公权说过：“心正则笔正”，学书不仅是练技法，

更重要的是把人做好，多读书，增加文化底蕴。书

法是需要学问作滋养的，不读书写出来的字，不可

能有书卷气。古代没有专职书法家，都是业余的，

只有把人生融入笔墨，作品才能有厚度、有韵味。

书法是慢功夫，急功近利不行，学书法先学做人，

只有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临帖，才能领悟书法

的真谛。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大环境下，只有

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的人才有可能静下心来写

字，尤其是写小楷，更是需要这种心境。

杨明臣遵循做人-读书-写字的轨迹，辛勤耕

耘，笔耕不辍，一步一个脚印地步入了书法艺术的

殿堂，走到了当代中国书法的最前沿，成为了当代

楷书的主流书家。

杨明臣一方面潜心楷书理论研究，先后发表了多

篇学术论文，撰写出版了《小楷丛稿》一书，这是一

本别开生面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填补了书法专业

上的一项空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业内产生了广

泛影响；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普及楷书的教学活动，为

迎接楷书春天的到来奔走呼号，倾心尽力。

从杨明臣对书法的挚爱和不同凡响的别样人

生，看到了中国书法的希望和未来。

楷书兴，则书法兴。在国家弘扬中国书法传

统艺术的今天，企盼着杨明臣先生创作出无愧于

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企盼中国书法家协会楷书

委员会在引领中国书法前行中再立新功，让中国

书法这一古老的国粹艺术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

丽的风采。

■ 来源：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杨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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