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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书香

究竟是什么样的写字经历，让一位山东泰山脚

下的矿工子弟，走进了军营？又是什么样的写字奋

斗历程，让一位军营小伙，一步步成为书法界的一

代名家呢？金文书法大家路世明因写字结缘，经历

了传奇人生。

黑板报前                  
带兵人慧眼识珠

路世明出生在山东淄博的一个矿工家庭，路

世明在勤劳父亲和聪慧母亲的教育下，自幼爱学

习。16岁的路世明成为一名印刷厂的工人，每天与

各种印刷排版的字体打交道，也让路世明热爱上了

小小的铅字。当时排版工作中由于缺少生僻字，年

轻的路世明还会用木头刻出字来，代替铅字进行排

版印刷，这也为他日后的治印刻字打下了一个坚实

的基础。

因为喜欢学习研究字体，他还担任了工厂内出

黑板报的工作。路世明书写的黑板报充分利用了各

种字体的不同样式，他书写的黑板报，更是成为印

刷厂一道亮丽的风景。后来偶然的机遇，军队上来

带兵的军队领导看上了路世明板书写得好，黑板报

出得精彩，就慧眼识珠，要求把路世明带走从军入

伍。参军，保家卫国也是路世明的梦想。

入伍参军后路世明担任了连长的文书，这也让

喜欢学习写字的路世明，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

进行学习和练字，这也为路世明今后书法领域内

的成功造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段时期，按

照路世明的说法是：考验合格，文书当成；板报抄

誊，绘制幻灯；美术字体，各体皆行。娶妻生子，

生活安宁……

路世明在紧张的训练工作

之余，习篆临楷，磨石操

刀，夏练三伏，冬练

三九，一刀刀

毛边纸，一块块青田石，都被他用

汗水浸染而成为坚实的基础。他的

篆刻作品在军内驻地展览和国内

外报刊上发表的同时，更是不断获

奖。按照路世明的记载，他的这一段

人生经历是这样记录的：……习作投

稿，报纸刊登；市展获奖，更是高兴。

而立年后，时逢裁兵……

因牛皮纸袋上的            
毛笔字捡拾巨款

1985年，路世明得知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

正在招聘字幕美术设计师，面试领导对路世明的实

际写作很满意，路世明被商调到北京八一电影制片

厂工作。

工作了两年后的一个春节，路世明在小区里无

意中看到雪地里一块牛皮纸上写的毛笔字非常漂

亮。这让热爱书法字体的路世明停下来，想认真看

看牛皮纸上的字体结构。路世明捡拾起牛皮纸信

封，发现里面竟然是一沓沓花花绿绿的美元。里面

的美元和人民币加起来，折合8万元人民币。路世

明想这丢钱的人一定非常着急，于是他就拿着写有

毛笔字的牛皮纸袋，挨家挨户地去敲门寻找丢失

钱款的人。路世明的举动，轰动了整个小区。最后

终于找到了丢钱的台胞老人。台胞感谢路世明的拾

金不昧，非要拿出几百美元赠与路世明，路世明拒

而不收，此美德感动了近邻，有人给八一电影制片

厂写表扬信。《解放军报》介绍了路世明拾金不昧

的事迹，总政有关单位的领导看到后，特批他正式

调入八一制片厂。路世明正式调到北京八一电影制

片厂后，先后为300余部中外电影题写片名、字幕。

他可以徒手写出各种体式、各种尺寸的高水平美术

字。写这些美术字，就是书法艺术

的一种基本功，为他日后的书

法艺术和创作，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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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生，山东泰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

影制片厂高级美术师。曾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书法艺术

研究生课程班，师承欧阳中石先生。对甲骨文、金文、战国文

字、简帛书、砖陶文、印玺文字无不涉猎。潜心研究金文书作，遍

临殷周金文拓片。创作出许多用金文书写的警句格言乃至5000余字

的《道德经》、16000余字的《论语》、34000余字的《孟子》等作品。

逐步形成了用笔稳健厚重、结体严谨考究、章法古朴自然、用笔意再展

金文原貌的独特风格。应邀为解放军档案馆、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

书写大幅作品展挂。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民族文化宫、中国人民大学、

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馆、邓小平纪念馆等多家单位收藏。已

出版代表作《金文论语》《金文三字经》《金文百家姓》《金文千

字文》等。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

国动画学会会员、中国道家书画院荣誉院长、北京书法家协

会理事、北京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书法

家协会主席等职。

何谓金文书法？

金文，又称钟鼎文、吉金文字，是继甲骨文后的

又一汉字瑰宝。通行于夏商周800余年，因文字演

变需要过程，前后各约200年，故在中华文明文字

史上占了约1200年的时间。这是汉字从象形文字走

向“六意”文字的成熟期。因流传下来的文字铸造

在青铜器上，古人称铜也为金，故称作金文。金文因

铸造在钟与鼎器上为多，故又称作钟鼎文。又因铸

造在礼器、乐器、祭祀器上为多，其中歌功颂德的

铭文量大，故又称作吉金文！明清时期因有大量的

青铜器陆续出土，有识之士开始研究临摹金文，至

民国时期已逐渐形成了书法中的重要书体！因金文

独有的歌功颂德及祭祀之魅力，故金文书写出来庄

重、浑厚、古朴、壮观，具有独特金石气。而金石之

气，从古至今被视作长寿康健、美满幸福、清雅高

古、品位修养之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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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中石一句话           
二十载后路世明

在首都师范大学，路世明师从书法名家欧阳中

石先生，欧阳中石对于书法，举凡周金汉石、晋帖北

碑、唐贤宋哲乃至明清诸家，他都有涉猎，博采众

长，而又归宗二王，形成了飘逸清新的独特风格，在

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

1985年，欧阳中石先生在首都师范大学主持创

办书法艺术教育专业，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形成了由

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书法艺术

高等教育体系，使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所，成为

我国书法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地。

路世明在首都师范大学学习期间，先生对于弟

子路世明“专攻金文”的要求，根据自身多年习作书

法的经验，耐心指点，谆谆教导路世明一定要耐得住

寂寞，要有十年二十年把冷板凳坐穿的精神，方可

有所建树。路世明也谨遵师训，不仅将先生的话铭

记于心，更是植根金文土壤，昼播夜作，笔耕不止，

一干就是近三十年。路世明先生说三十年弹指一挥

间，但是三十年对于金文书法的学习研究，如果没有

一点恒心和毅力，那在书房是根本坐不住的。

金文书法                  
承古启后古为今用

路世明为追寻金文书法原形原貌的形象美和

艺术美，他对钟鼎文字在浇铸中造成的残缺或变

形因素进行了充分的分析研究，并科学而精心地

对残缺进行了修补，变形进行了矫正，使本来就

很美观、很漂亮的金文书法重现了光彩原形。与

此同时，他又借鉴清代、民国、现代的金文书家之

名作，对金文的用笔用墨、章法布局、线条结构、

风格特征等加以整合，取其原始的精美与成熟，

成了自己“用笔简朴率意、墨色枯湿相间、章法灵

活多变、布局疏密有致、线条粗犷遒劲、结构平衡

对称、风格流畅明快、特征因字随形”的“路氏金

文书法风格”。这更是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和高度赞誉，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喜爱和热情

欢迎。

正是在这种日积月累的学习和研究中，路世明

把字形、笔法、结体、布局等已烂记于心。书本给了

他理论武装，他又利用休息和出差时间去遍访专家

名人得到了实践指导，然后更进一步地去摄取商、

周金文的艺术精华，来丰富自己的素质底蕴。

由于心灵的聪慧和艺术的精湛，经过几十年的

沉浸，今天他的金文书法可以说做到了承古启后，

古为今用。声名鹊起，逸迈不肯让人。然他的质朴，

率真，看似平常，却玄妙无穷。可谓一种无形之巨

力，难见之真美。非具灵性不可悟，非具真力不能

到，非具慧眼不能识。

路世明说在书法圈里，别说钻研金文，就是能

潜心研究篆书的书法家也是屈指可数了。作为中国

的传统文字、作为华夏的子孙、作为搞文字工作的

中国人，我们要继承它，要弘扬光大。不仅要去认

真研究，要去认真搜集、认真整理、认真临写，更要

用我们的辛劳和汗水去赋予金文书法艺术的新的

生命力。

图片来源：北京文联网

编者按：金文书法有什么特点？金文书法在中国书法历史上有着什么样的地位？金文书法大家路世明对金文书法的研究又有什么样的

贡献？丰台区书法家协会主席路世明，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山东泰山脚下的矿工子弟，一步步走进军营，走进八一电影制片厂，师承著名

书法大师欧阳中石。潜心多年在金文书法研究领域是极有建树的慈祥长者，他的每一步足迹、每一段人生历程，竟然都与写字有不可分割

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