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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我首次来到汝州火车站附近的中国文字木刻博物馆时，

心中惊叹不已，没想到普通的民居里竟蕴藏着一座如此高雅的

文字殿堂。

步入展厅，碑刻书法映入眼帘，圣贤书韵扑面而来。一幅幅

名家木刻法帖静静地矗立着，缱绻着浅淡的书香时光，散发着

浓浓的书香气息，瞬间让人肃穆、敬仰。

细细赏之，木刻书法作品或楷或篆，或行或草，或碑帖，或

诗词，或散文，或翠竹，琳琅满目，包罗万象。观作品，或婉约，或

奔放，或清雅，或灵动。无声的漆金线条镌刻于木板之上，独树

一帜，别开生面，书韵飞扬，震撼人心。

轻轻诵之，《甲骨文》、王羲之的《兰亭序》《快雪时晴帖》、王

献之的《中秋帖》、岳飞的《还我河山》等等，惊艳了我的双眼，震

撼着我的灵魂。更有米芾、何绍基、蔡襄、苏东坡、李白、刘墉、郑

板桥等名家书画木刻作品，简直是一座书法雕刻艺术的宝库。

二
名家木刻法帖，2022年 7月被汝州市人民政府授予第六批

汝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国政，1957
年 1月出生于纸坊镇赵东村。他自幼酷爱书法、绘画、篆刻、剪纸、
柳编、草编，尤其擅长木刻匾额、楹联，后因生活所迫又从事木工、

油漆工，渐渐将生活和艺术完美结合，创新将书法的线条艺术镌

刻于木板之上，创作了一幅幅形神兼备、古朴雅典、清新自然的木

刻艺术作品，以隽美高超的风格自成一家，独具一格。

李家木刻这一传统的灿烂文化，源自清代末年，迄今有上

百年的历史。起初从雕刻一般匾额开始，逐步丰富提升，最终形

成名家木刻法帖这一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李国政的爷爷李喜军勤劳能干，善于琢磨，在清末年间，木

刻技艺稳步提高，名声越来越大，好多名门望族上门要求雕刻

匾额。李国政，系第三代传承人，8岁随父学艺，一边读书一边学
木刻，在祖辈的言传身教下，很快掌握了木刻法帖的各种技艺。

李国政在传承中不断升华，将书法艺术融入雕刻，木刻之精，构

思之巧，让人们在欣赏书法、木刻艺术的同时，亦能品味书法的

线条之美、雕刻的刀工之精、油漆的光亮之美、篆刻的古老神

韵，书法与自然完美结合，呈现天然之韵。

30多年来，李国政一直从事木刻法帖行业，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也培养了李乐乐等第四代新生代接班人。李国政雕刻历

代名家法帖时，因自身具有深厚的书法底蕴，他将书法、篆刻、

木刻、美学、色彩、木工、油漆、磨砂、批灰、贴金十余种绝技融为

一体，样样精通，双手都会刷油漆、打砂纸、雕刻文字，手法娴

熟，技艺精湛，绝技在身，堪称一绝。

为更好传承和发扬名家木刻法帖技艺，2020年 3月 26日，
李国政创办了中国文字木刻博物馆，用精美绝伦的艺术形式，

多视觉、多领域展现中华文字木刻法帖之魅力。

三

金光闪闪的两块木制“龟板”，仿佛自然天成的暗纹纵横交

错，红色的甲骨文深深浅浅书写于“龟板”之上，层次分明，栩栩

如生，让人仿佛走进了位于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

为了刻好这两块甲骨文木刻，他专门和妻子到中国文字博

物馆考察学习。将出土的真迹拍照，回来把照片放大，自己写出

来，然后再写到木板上进行雕刻，尺寸比例完全按照安阳中国

文字博物馆广场上的铜质甲骨文大小刻制。

他先选木料，再刨锯成两块大小一样的“龟板”形状，然后

打砂纸，打磨平之后再雕刻做图案。要把“龟板”上不规则的纹

理雕刻出来，深浅粗细用铅笔记好，哪个地方深，哪个地方浅，

一一标上符号，逐一雕刻。雕刻完之后统一刷漆，让每一道清漆

都渗透到木头里，至少刷了一二十遍漆，直到漆再也渗不进去，

最后用金黄色的金漆处理。金漆刷好之后，他细心地把殷墟妇

好墓出土的甲骨文字原样写上去，再细细雕刻。这时，要用很细

的凿子或小刀，用阴刻的方法雕刻。有的字线条很细，在字里面

打砂布难度特别大。

怎么办呢？那天，他看到孙子吃冰糕扔掉的冰糕棍，灵机

一动，领着妻子到步行街，捡人家扔掉的冰糕棍，洗净之后，

拿刀子削成平头、圆头等多种形状，用 502胶水把砂布粘到冰
糕棍顶端，制成特制的打磨工具，对雕刻出来的字进行打磨。

为防止字变形，字里面还要再批灰、再刷漆，最后用朱砂研磨

成粉用漆调好，用毛笔蘸朱砂漆，用甲骨文的写法一笔一划

“写”进字里面。李国政说：“调上朱砂写进去之后，可以千年

不变色。”

这两块甲骨文木刻，工序繁杂，他足足做了半年。

四

“阳和布气兮，动植齐光；惟披幽兰兮，偏含国香。吐秀乔

林之下，盘根众草之旁。虽无人而见赏，且得地而含芳……”

最令我惊叹的当属黄庭坚的《幽兰赋》。整整一间房，十二

块木刻赋帖，三面墙壁环绕屹立，金碧辉煌，气势壮观。木板刨

得方方正正，黑色底漆刷得照见人影，金色文字镶嵌木板，如

颗颗珍珠晶莹闪烁，李国政巧妙地将黄庭坚的书法艺术原汁

原味展示于木刻之上，形神兼备，美妙绝伦。

李国政自豪地说：“这十二块《幽兰赋》是我们馆的镇馆之

宝。从选料到刻成，用了两年时间。”

当时，他花了几千元，买了一大堆木料，最后才精心挑选

出高 2.08米、宽 0.6米的毫无瑕疵的 12块木板。从叶县县衙一
个朋友那里得来 12张黄庭坚真迹的拓片，照着图片，一一写在
木板上，一块一块精雕细琢，最后贴金两遍，才大功告成。他说：

“我刻《幽兰赋》的目的是把古人灿烂的文化搬到汝州安家落

户，生根发芽，发扬光大。”

五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

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王羲之的《兰亭序》可谓人人皆知，流芳百世。如今，李国政

将王羲之的传世之作神奇地刻写于木板之上，就连当时修改的

痕迹、浓墨涂掉的黑块，都尊重原作，刻画得精彩绝伦，让经典

之作再次焕发璀璨光芒。

2.6米长、1.2米宽的巨幅木刻《兰亭序》静静屹立在大厅，
气势豪迈，金色的字刻于黑色木板之上，字字生金，句句生魂。

正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笔墨生灵气，尽善尽美也！

他用篆刻印章的细腻方法，选用上好的紫桐木刻制。光《兰

亭序》里面的每一个字打砂纸一道工序仅打磨一遍，十天半月

也干不完。冬天白雪飘飘，而他丝毫不感觉冷；夏天炙热难忍，

汗流浃背，他也不觉得热，汗滴到木板上自己毫无知觉。

当时李国政腰疼得厉害，喝着中药，贴了膏药，继续趴在木

板上刻，家人都心疼他，不让他干。他说：“反正站着也是疼，趴

着也是疼，还不如让我干活，既可以减轻我的疼痛，也可以成全

我的爱好，了却我的心愿。”家人含泪再次支持他。

这幅用料考究、做工精细、雕刻细腻的《兰亭序》，他整整刻了

一年。正是慢工出细活、一丝不苟的精神，才让这幅作品叹为观止。

六
十二生肖是我们国家独有的传统文化，与我们每个人都息

息相关。李国政将十二生肖跟甲骨文结合起来，刻制出“甲骨文

十二生肖”木刻作品，可谓独一无二，奇思妙想。

“甲骨文十二生肖”他也花费半年多时间。为了底座稳当，

需要在支架上安个小合页。他找遍汝州城，没有大小合适的，最

后在中大街一个老店铺里终于淘到了宝贝。当时店铺里只剩 15
个，他惊喜若狂，全部买下。

咖啡色底座，淡白色刻板，绿色甲骨十二生肖文字，红色篆

刻肖形印章，别出心裁，惟妙惟肖，色彩搭配美妙绝伦，匠心独

具，真正是独一无二的全手工制作的非遗珍品！

李国政说：“这套十二生肖甲骨文木刻，既能让孩子们通过

十二生肖学到甲骨文知识，也能看到我们汝州木刻法帖这一独

特的非遗文化，又能够学到文化，将来拿到学校展演，孩子们一

定特别喜欢。”

七

“石块无多竹叶稀，二公清介最相依。秋风昨夜窗前到，百

岁苍苔老更肥。”在郑板桥《竹石图》前凝眸，赏水墨兰竹孤傲自

香，有节有义，恬淡永恒的人生雅趣高洁意境顿生，清雅脱俗之

气溢满胸间。

除了文字，李国政的木刻法帖还涉足绘画。李国政说：“刻

画比刻书法作品更加复杂。郑板桥的竹子在历史上最有名。刻

竹子与刻文字差别很大，色彩、刷漆也有所不同。更难的是，题

诗的书法和印章都比较小，难度更大。书法的韵味要跟原作一

样，画作中竹子韵味更要保持。刻竹子时，先画竹干、竹叶，一个

叶片一个叶片雕刻，既要清雅脱俗，又要体现竹叶层叠交错的

层次之感。然后再画石头，最后写上诗词，既要形似，又要神

似。”

木刻画作除了郑板桥的几幅石竹图，

他还刻制有齐白石送给老舍的《芭蕉叶卷

抱秋花》。他大胆选用棕色底板，绿色颜料

勾画出芭蕉叶，石绿颜料题诗句，鲜红色印

章。绿色的芭蕉叶自然下垂，脉络丝丝分

明，边缘淡黄色金边镶嵌，突出秋之意境，

芭蕉叶片将金黄色的娇嫩花朵“抱”在中

间，整个画面自然清雅、色彩斑斓，让人耳

目一新，直呼绝妙。

八
漫步展馆，名家法帖应有尽有，书香之

气沁入肺腑。如此浩大的工程，集聚了李国

政一生的心血。他说：“古往今来，石刻、碑

帖早有流传，但家乡汝州很少人去做木刻

文字，我想用木刻艺术，把中国历代名家法

帖刻下来，永远传承下去。”

观望着一块块木刻作品，我想探寻李

国政创办中国文字木刻博物馆的秘密。经

过多次采访，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对中国文字无比的热爱、对书

法艺术不懈的追求、历经生活磨难锻造的坚毅品格、赖以生存

的木工油漆技艺的长期积累、不怕苦不怕累的劳动情怀、满腔

热情无私奉献的爱心痴情……

李国政从小就酷爱书法，一次，他看见老医生陈见文家里

墙上挂的一幅中堂上写的“春风杨柳万千条”之后，觉得书法艺

术简直美妙极了，立志要学好书法。一天，他在同学家发现几张

散落的柳公权字帖，如获至宝，借来临摹，每日练习书法。小小

年纪就写得一手好字，村上请他写毛主席语录、春联，学校办元

旦特刊，特地请他写美术字、画漫画。

1982年，他有幸结识唐子正老师。李国政说：“唐老师是汝
州有名的‘四大才子’之一，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唐

老师鼓励他说：“你写的字基础很好，很有希望，不能放弃。切记

中锋立骨、侧锋取妍。要读书，努力勤奋，要常临米芾、王羲之的

帖……”一次，他临摹唐老师书法，一边揣摩一边悟，使出了浑

身解数，写出来的跟唐老师写的一比，还是有天壤之别。自此之

后，他才真正懂得了十年磨一剑的道理。后在唐老师的教导下，

他从写字上升到了书法艺术。

他还给自己定下每天练习 1500- 2000字的任务，即便忙到
深夜，也要完成当天的临摹任务。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时间多么

紧迫，他对书法的爱好从未减少，有时候连做梦都是书法的线

条。一次从外地拉粮油回来，已经半夜了，他仍坐在灯下坚持写

字，写完时已经东方泛白曙光渐露了。

2006年，他又师从北京中书协培训中心主任刘文华、洪厚
甜、齐作声深造。2017年，他再次去北京师从王厚祥、苗培红、包
俊宜、张旭光等老师学习书法。通过多次进修学习，他的书法又

有了较大提升和进步。

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任何成功都是一点一滴的积累。60
年从不间断，锲而不舍，功到自然成。他的书法艺术圆润洒脱、

浑厚朴实、苍茫大气、古雅肃穆、干净利落、空灵清澈。作品在

2005年世界联合国计划署发起的《中国人与水书画公益大赛》
上荣获银奖；2012年为《中国新闻播报》题写报头；2017年为北
京中国人民解放军老干部俱乐部题写榜书“为奉献者奉献”挂

在二楼大厅；2019年应邀题写《汝海风云》电影片名，首映式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诗书画展中荣获二等奖；2019年为中央党校题写“厚德博
学”；2022年为北京大学题写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2023
年为清华大学 112周年校庆题写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汝州火车站气势雄伟的“汝州站”三个字也出自李国政之手。

李国政的作品多次参加国家、省、市主办的各种书法展并

获奖，其艺术成就多次被电视台、报社、杂志社、网站及其他新

闻媒体发表报道。他也得到了应得的荣誉，成为河南省书法家

协会会员，汝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世界精英书画艺术研究

院客座教授、研究员，中国网络新闻集团特聘书画家，中国文字

木刻博物馆创始人、馆长，等。

正是他精湛的书法造诣，为他走上名家木刻法帖之路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九
李国政小时候，家里一穷二白，连间遮风避雨的草房也没

有。父亲带着他和哥哥自己拓土坯、做椽子，自己盖房。他十三

四岁时，哥哥干木工，他就帮哥哥推刨子、雕刻、凿眼、拉大锯，

为他走上木刻之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自小李国政还喜欢美术，常常看着窗外的树和鸟，随手就画

出来，这一切似乎冥冥之中早已为他今后的木刻之路埋下伏笔。

他的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很有名的油漆匠。从小耳濡目染，

他继承了爷爷的刷漆技术。他说：“虽然我达不到爷爷的水准，

但我会双手批灰、打砂布、刷漆，也能做到几十遍刷漆之后光亮

如镜，用手摸像抛光一样光滑。”

李国政说这话毫无夸张。在我第一次采访时，酷热的盛夏，

他头顶烈日，满脸汗水，戴着厚厚的手套，正在批灰刷漆。眼见

漆刷上的漆就要滴落，千钧一发之刻，只见他手腕迅速一个美

妙的翻花，漆刷已然调转 180度，轻盈地落入手掌之中，油漆也
已由下翻转在上，他顺势在木板上一刷，地上不掉一滴漆，令人

眼花缭乱，赞叹不已。

后来，父亲不幸去世，哥哥也意外伤亡，家庭的重担全压到

了李国政的身上，让他从小就懂得一切都靠自己。为了生计，他

先后到郑州市、洛阳市等地刷油漆，两毛钱一碗的羊肉汤也买

不起，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为了节省路费，他从洛阳骑

自行车回家，为了节省住宿费，他晚上睡在洛阳汽车站的长凳

上，第二天再去找活干。有一次，他接了一个活儿，人家第二天

结婚要用家具，需要当天必须完成刷漆，不巧他生病发烧 39℃，

但仍坚持给人家刷漆。

正是那段时间的锻炼，他的刷漆功夫了得，也为他走上木

刻之路再次铺垫。

曾经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都是生活的磨练，都为今后的成功

做着铺垫。儿时的苦难造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对书法艺术的

执着，让他在书法之路上造诣颇深，并且将书法艺术运用于雕刻

之中。也正是生活所迫，他所走的木工、油漆之路所积累的技艺，

都运用到了木刻法帖的雕琢之中，并才成就了十几种绝技于一身

的木刻名家法帖，让这朵非遗之花开得璀璨夺目。

十
我第三次采访时，有幸看到李国政正在雕刻一幅新的作

品，最早的铭文“中国”二字。只见他正左手握着钢刀，右手按着

木板，聚精会神地雕刻着。他先沿字的轮廓入刀，用力在字的边

缘刻出线条，他的大拇指推着刀子稳稳向下向前推进，左右手

交替，刻好边缘后，他换了一把小小的凿刀，沿着刚才刻好的轮

廓剔除字中间的木头。李国政说：“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

国’一词迄今发现的最早来源。最古老的文字，就要搭配最古老

的木板，我采用咖啡色的底漆，又特意做古做旧，酷似千年古

木，这样才更能体现历史沧桑的感觉。”

李国政桌案上一个小小的笔架，也凝聚了他的无限匠心。

笔架的四面，分别刻着他的斋号“一草轩”、齐白石的《小鱼都

来》（几条鱼在水草间蜿蜒游动）、篆刻“水滴石穿”、瓦当雕龙图

案。小小的笔架蕴含着大自然的山川痕迹，又能盖章、压纸，真

是一举几得，诗意盎然。

出去旅游，他总爱去寺庙，特别留意各种匾额，回来后把各

地最灿烂的文化想方设法做成木刻。一次，李国政去故宫游玩，

看到宋徽宗赵佶亲笔书写的瘦金体“听琴”，他拍照后按原来尺

寸刻下来，又成了一幅经典之作。

他也将自己的书法作品制成木刻，金灿灿的“中国梦”“藏宝”

“大象无形”“厚德博学”等等。他曾为千年古刹风穴寺刻写“明法

正渡”“禅寺有尘清风扫，山门无锁白云封”等匾额，为首都北京的

京华书画院、亦山草堂、启功书法等题写匾额，为中岳嵩山中岳庙

老君洞书写并雕刻“言无理岂能信人，行不正怎可修道”“层层云

中神仙府，叠叠山上道人家”等多副匾额楹联。

别人挣了钱，也许会买好车、豪宅，而李国政却用尽一生的

时间，穷尽一生的积蓄，致力于木刻法帖的雕刻艺术，目前他的

木刻博物馆珍藏着他亲手刻制的 200多幅作品。每一个作品都
独一无二，独具匠心。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允许有一丁

点瑕疵。每个名家作品雕刻完成后，他还将作者的原著、相关简

介、画像都搜集制成卡片塑封，让前来参观的人学习。

李国政的那双手，拿过锄头、大锯、刨子、漆刷、批刀、毛笔、

刻刀，布满沧桑，却又无比灵活，他的手一边创造生活，一边创

造艺术。

他的妻子和家人对他既心疼又支持，经常帮他打砂纸、制

作。他对自己的儿子悉心言传身教，对孙子、外孙更是厚爱有

加，希望木刻名家法帖的艺术，代代相传，继续发扬光大。他的

孙子十岁就自己弄木板，用毛笔写上字，模仿雕刻，他的外孙子

邀请小朋友到家里展示自己的作品。每次做木刻的边角料，都

被孙子、外孙抢去比着写，比着刻。

古有王寀汇刻《汝帖》，今有李公木刻法帖。李国政说：“我的

每一个木刻法帖都有钢丝饰件，啥时候政府需要展出可以随时挂

出。我的展馆将来要面对学校，让学生免费来参观，让孩子们自小

能看到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欣赏汉字和书法艺术，品味木刻文

字的雕琢妙趣，让孩子们从小就爱上书法艺术，热爱中国文字。让

中国文字、中国文化像音乐一样永远流传下去。”

这正是：一方桐木，吸纳日月精华；一桶清漆，浸润木质不

腐；一把毛刷，刷出光亮如镜；一块砂布，磨平光滑似缎；一把批

灰，弥补棕眼缺憾；一把刻刀，诗文汩汩流淌；一支毛笔，书写人

间大爱；一身绝技，雕琢木刻法帖；一腔热爱，终生无悔坚守；满

腹深情，守护中华文化。

木刻法帖，非遗奇葩，璀璨无比，馨香永留，三首小诗，歌以

咏之。

其一
刨板为宣刀作笔，挥漆化墨绘痴心。

名家历代诗书画，奇妙非遗木刻魂。

其二

甲骨篆书行楷隶，米王赵董柳苏颜。

更兼郑燮白石画，墨韵丹青世代传。

其三
书画木漆兼篆刻，非遗绝技李儒君。

名家法帖流千古，满腹深情铸墨魂。

书 韵 丹 青 木 刻 魂
———记汝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家木刻法帖代表性传承人李国政

文 /孙利芳 图 孙东彪

李国政和他的木刻作品

正在批灰的李国政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结绳刻契，甲骨刻文；仓颉造字，青铜铭文；活字印刷，石刻碑文；传承文明，文

化自信。

汝州李公，守正创新；木刻法帖，独具匠心。甲骨小篆，隶书金文，楷书行草，沁人心魂，书法艺术，千

古墨韵。寻觅良木，方得称心；木工刨花，光洁如新；磨砂批灰，一片痴心；油漆透亮，如镜照身。雕刻书画，

如拿绣针。一笔一划，用情用心；刚柔并济，深淡墨痕；急缓得当，飞白惊魂。终身修习，书法神韵；运用自

如，应手得心；色彩搭配，自然清新；大功将成，点睛贴金；篆刻印章，绝技一身。

以木为纸，新颖传神；以刀为笔，书写苍劲；以漆为墨，独特香韵。诸子百体，兼具形神；名家荟萃，书

画生魂；非遗花开，奇香绝伦；流传后世，功德香馨；中华文化，流芳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