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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朴豪迈 洒脱大气”，“师古出新

厚重率真”。有书法评论家曾这样评价孙

战生的书法作品。他，自幼练习书法，一练

就是 40 多年，其书法作品形成了线条流

畅、气韵生动、意味深长的特点；他，还是个

热爱诗文写作的人，在生活中找到了书法

创作与诗词结合的意境，创作诗词近百首，

创作书法评论文章30余篇。走进孙战生

书法工作室，一幅幅潇洒飘逸的书法作品

映入笔者眼帘，“真诚、豁达、和善、勤勉”是

他给大家的第一印象。

结缘书法，持之以恒
祖籍宝丰县的孙战生1962年6月出生

于我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都城——偃师县

城。父亲是现役军人，母亲在偃师县国营

被服厂工作。在他尚是幼儿时期，即随母

亲和兄长回到我县农村老家。六、七十年

代中小学普遍开设有汉字毛笔写字课，尽

管对书法的概念还比较模糊，但毕竟通过

写字课的训练，他对汉字楷书的笔法和结

体有了初步的掌握。进入中学、高中时期，

学校和班级的学习园地板书和大字报毛笔

字的历练，不仅激发了他不断追求写好汉

字的热情，而且更使他坚定了写好一手毛

笔书法的决心和信心。1980 年他参加高

考，被许昌中等商业干部学校录取，没想到

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汉字书写水平，专门

开设了每周一节的书法课，并且聘请许昌

市知名书法家娄柏智先生担任书法教师，

两年的书法课学习，使他对书法艺术有了

比较系统的学习，从此明白了写字和书法

艺术的联系和区别，对怎样练习书法、如何

临帖、怎样创作书法，以及书法的字内功和

字外功有了新的认识。“两年书法课的学

习，对我坚定地走上研习书法艺术的道路，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孙战生说。

转艺多师求教，几度寒窗攻读
1982年，孙战生毕业参加工作，工作之

余他依然坚持研习书法，为了求得较快进

步，他经常带上练字作业，拜访我县书法名

人刘玉柱、丁成功、卢万鹏，虚心听取他们

的品评指点。同时，一遇县里、市里和省里

举办的书法比赛和展览活动，他都会专心

致志的创作投稿，通过参加大赛和展览活

动，不断开阔了眼界，而且结识了许多新的

老师和书道朋友。1984年，他报名参加了

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的长安书法函授学

校学习；1987年报名参加了中国书画函授

大学平顶山分校书法专业学习；2000年又

报名参加了中国文联文化艺术学校举办的

书法创作短训班学习；为了得到更高层次

的书法教育，2006年他被北京师范大学艺

术学院书法硕士研究生课程班录取，在我

国著名书法家启功创办的书法专业硕士研

究生课程班深造两年；2013年他又被中国

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书法名家工作室——刘

洪彪草书专题工作室录取，成为著名书法

家刘洪彪的入室弟子。

策划组织活动，繁荣书法事业
他深深爱着宝丰这片古老而又焕发着

活力的热土，他认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园”。几十年来，根据形势需

要，不断策划组织书画活动始终伴随着孙

战生的书法人生。

1991年，在县委宣传部、县文联、宝丰

酒厂的支持下，策划举办了全国性的书法

大赛——“宝丰酒

杯 ”全 国 书 法 大

赛，收到全国各地

参赛的毛笔和硬

笔书法作品三千

余件，此次活动的

举办不仅发现了

一批优秀的书法

人才，而且极大的

宣传了宝丰，提高

了 宝 丰 的 知 名

度。1996 年，组织

上根据孙战生的

特点，把他从县委

组织部干部教育

科科长位置上调

任县文化局副局

长，他除了履职尽责积极推动农村文化和

社会文化工作之外，还以县文化馆为阵

地，先后三次组织举办了以“热爱家乡、增

辉宝丰”等为主题的全县迎新春书画展览

活动。2000年，组织上安排他到县计生委

担任副主任。在繁忙的岗位上，为了研习

书法，他只能挤时间临帖学习、创作作品，

并寻找宣传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结合点，

先后举办了“迎新春、颂国策”全县书画作

品展览，2011年，组织上安排他到县政协工

作，为了繁荣发展宝丰书画事业，在县文联

的重视支持下，于2011年11月成立了宝丰

县书法家协会，他被当选为第一届县书协

主席。与此同时，为了发挥人民政协组织

广泛联谊的职能，在县政协领导的重视下，

于2012年成立了县政协书画院，2015年，我

县提出了把宝丰县创建为“河南省书法之

乡、”“中国书法之乡”的目标。在县委、县

政府的支持下，县书协开展了一系列积极

有效的活动，先后举办了“中国汝窑文化

杯”全国书法作品展览、“宝丰电力杯”全国

书法作品展览、“生态文明杯”全国书法作

品展览、“观音杯”全国书画作品展览。

2017年9月，河南省书法家协会正式授予我

县为“河南省书法之乡”。

执着临池创作，书艺成就凸现
“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必须遵循艺术规

律，在‘技’与‘道’两个方面同时下功夫，以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理念和‘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的实践不断丰富自己的阅历

和文化艺术修养。”孙战生告诉记者。

几十年来，孙战生走过了一条专博相

济、博学约取、厚积薄发的探索书法艺术之

路，他深知学习书法艺术必须直取古代书

法本源，师古而化，从古代经典法帖中汲取

营养。经过多年的临习，他的隶书逐渐继

承了汉碑古拙浑厚的风貌，形成了自己的

独特风格，其隶书作品逐渐在各类书法展

赛活动中频频入展获奖。进入 2000 年之

后，孙战生在研习书法艺术的趣向上适当

调整，他认为一个书法家在书法艺术的五

种书体中仅仅精通一种是不够的，要至少

选择两到三种书体作为主攻方向，于是，他

在巩固隶书的基础上，又把最能表现书法

家性情的行书和草书作为主攻书体，对晋

代二王、唐代孙过庭、宋代苏轼、米芾、明清

王铎法帖用功尤甚。经过十余年的研习，

其行草书，不仅传承了晋人二王韵致、唐宋

明清书家基调，而且秉承了中原书风雄强

大气之风神，可谓融合百家，写得厚重恣

肆、血脉通畅。2005 年，他的行书作品在

由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主办的“纪念徐悲鸿

诞辰100周年”全国书画作品分科大赛中

一举夺得行书金奖。

回顾学书之路，孙战生不无感慨。他

说，书法艺术是以汉字为载体，以笔墨纸砚

为工具的造型视觉艺术，又是充满哲学观

的艺术，真正的书法家必须是具备辩证思

维的人，临帖学习不断提高文化修养将伴

随书法家的一生。孙战生热爱和研习书法

艺术几十年如一日，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

累累硕果：1989年在我县青年书法爱好者

中他率先加入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相

隔22年，于2011年在我县书法爱好者中率

先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2016年4月，

他被增补为平顶山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2016年12月，他被平顶山市委人才办授予

“平顶山市第十一批拔尖人才”。多年来，

孙战生积极参加县内组织的各类书画公益

活动，开展传帮带。在他的影响带动下，我

县书法队伍不断壮大，整体水平不断提高，

目前，我县中国书协会员达到5人，省级会

员近80人。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横向交流

活动，他还多次在全国各地举办了个人书

法展和联展。2014 年 7 月 26 日，“豫风闽

韵”孙战生方电华书画作品展在平顶山市

文化艺术中心举行；2015年9月7日，“锋发

韵流”孙战生书法作品展在浙江省宁波市

举行；2018年6月26日“莲韵禅心”孙战生

书法作品展在许昌市博物馆举行；2019年6

月26日“碑风帖韵”孙战生书法作品展在山

东省聊城市举行。

“他的书法作品功底扎实，利用了中原

大地拥有无数碑碣墓志的优势，秉承了中

原书风的雄强精神，把字写得豪迈劲挺、刚

直硬朗。”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洪彪是

这样评价孙战生的。

“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在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师古而化，融入时代精神和个

人的意识修养，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

手法。”平顶山市书法家协会原主席菅智民

说，近年来，孙战生书法作品在展赛中入展

获奖，他是平顶山市书法界的骄傲。

无意于“佳”乃“佳”，一任性情使

然。这正是孙战生书法艺术的超逸卓绝

之处，正如他所说：“很多事情，当你以兴

致为出发点去对待它时，就有了一种别

样的境界。”

笔耕墨耘 绽放人生
□ 文／杨国栋 图／何乐

孙战生，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
协会隶书委员会委员，平
顶山市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平顶山市政协书画院
副院长。

孙战生作品

孙战生每日挥毫而作、笔耕不辍，成了他人生的最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