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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刘善琦的人都知道，刘家有三宝：盆景、根艺、奇石。他

1963年出生于临汝县城北十里铺村，1983年毕业于洛阳师范英

语专业，一直在汝州市一中（原临汝县直中学、汝州市直中学）工

作。业余时间爱好盆景、根艺、奇石艺术，从 1990年到 2000年游

历登封，痴迷盆景；2000年至 2010年闯荡豫西，寻根觅石；2010

年至今，穿越太行，主攻崖柏根艺。

正可谓十年磨一剑，三十年痴心不改，师法自然。

无声诗画盆中景 人与自然和谐生

刘善琦喜欢读书，妻子当时在文化馆上班，他经常去那里看

书，在《中国盆景》杂志上，他发现很多奇妙美丽的花木盆景。从

开始的慢慢欣赏，到最后自己也喜欢上了盆景，学制作盆景这颗

幼小的嫩芽一旦萌芽，便一发不可收拾，成为终身爱好。

他认为盆景之美有三。第一自然之美。美丽的植物经过大

自然的阳光雨露，经过风霜雨雪的侵蚀，它的枝干、纹理、枝干

上的小洞洞都有着岁月沧桑天工巧成的震撼之美，那种自然

之美，做盆景时一定要保留。第二生活之美。要在不破坏最初

自然天成的造型上，根据生活感悟、生活历练，融进自己对美

的期望、期待和表达，进行修剪并达到和谐生活之美。第三时

间之美。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常说要静待花开，

就连一朵小花都需要一个孕育的时间，盆景也一样，从一个小

苗到扎根泥土，成长为葱茏的成熟之美，常常需要六至十年，

正所谓十年树木。

每天修剪、浇水、通风、控水、施肥、病虫害防治，他忙得不亦

乐乎，虽然累，但能让盆景活成自己心目中最期望的模样，那是

一种多么惬意的生活啊。

刘善琦有很多盆景，黄荆、黄栌、雀梅、榔榆、酸枣、黄杨、黑

松、五针松、石榴、迎春、万年青等等。

“迎春”盆景，花开早春。金黄色的花瓣，一朵朵簇拥在柔柔

纤细的枝条上，自然而又率真，随意而又有序。微风吹过，枝条轻

拂，花瓣摇曳，花随枝动，枝带花摇，仿佛一位妙龄少女笑意盈盈

轻歌曼舞，又好似邻家女孩顾盼生辉，绽放春的希望，装扮早春

美丽的风景。

“黄荆”盆景，步步高升。悬根露爪，主干苍古蜿蜒，自下而

上，一波三折，如云烟飘渺，层层叠翠，结顶圆润丰满，神韵天成。

“黄栌”盆景，是他在大鸿寨上觅得的珍品。苍劲圆润的根

茎，盘古错节褐色的枝干，尽显着沧桑之美。而枝头上则一片葱

茏，翠绿色的叶片圆润明亮，透着喜人的绿，在微风中摇曳生姿，

向我们招手微笑。当秋风乍起，清霜满地之时，满树的黄栌叶片

经霜由绿变红，红艳似火，呈现出“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惊艳之

美。

“柏树”盆景，粗壮苍老，坚实健美；“松树”盆景，郁郁苍苍，

傲然挺立。其他各种盆景，或树干错落有致，疏密有度；或粗细相

间，层层叠叠；或葱茏碧绿，纹理清晰。千姿百态，神奇无比。

一盆盆小小的盆景，高虽不过盈尺，但却浓荫覆盖，翠色浴

滴，精神饱满，充满生机，给人以宁静清爽之感。让我们体味春夏

秋冬四季交替的季节之美，让我们体会自然的诗情画意，这种把

自然搬回家，一年四季好风景的绝妙，也许是对热爱盆景人的最

佳馈赠吧！

盘根错节有禅意 有凤来兮沐清风

盆景虽美，但并不好养，有时会因种种原因没有养活，一般

人都当垃圾扔了，而刘善琦却给枯萎的生命又一次重生的机会。

一次，一个盆景没有栽活，看着那根苍劲古朴纹理清晰非常

漂亮的干枝枯根，他不舍得扔，顺手做成了根雕，变成了另一种

独具魅力的根雕艺术。那种化腐朽为神奇，化枯枝为艺术，化废

物为惊喜的愉悦，让刘善琦觉得生活就是这样柳暗花明富有禅

意，于是他又深深地爱上了根雕。

第一次上蟒川焦古山寻找心仪的根雕，正在踏破铁鞋无觅

处时，突然，树下的一根茎绊住了他的脚，让他差点儿摔倒。刘善

琦低头一看，是一根蜿蜒特别的根茎。那头、须、身、爪，蜿蜒盘

旋，特像一条金龙。他欣喜若狂，用随身携带的小锄头把这个宝

贝刨了回来。去皮、打磨、上蜡后，活脱脱就是一条金色的龙。从

此一发不可收拾，他越来越痴迷根雕艺术了。

他的第二个心仪的根雕是“鹏程万里”。曾经在 2014年河南

省鹤壁市举办的首届文博会上参展。说起“鹏程万里”，也是刘善

琦独具慧眼才发现的。当时，他到朋友家去寻宝，这个根雕被堆

在朋友的院子里，风吹日晒，毫不起眼。他拿回家后翻来覆去看，

当他把树根倒过来时，发现竟然像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那深深

扎在泥土里面的根尖，反过来看特别像雄鹰的嘴，再仔细看，嘴

两旁还有两颗犀利的眼睛，两只翅膀正伸展着要飞向远方。灵光

一现，“鹏程万里”这四个字一下子跳进了他的脑海。

经过雕琢，这枝原本朴实无华毫无特色的树根被他赋予了

新的力量、生命、灵魂，熠熠生辉。“鹏程万里”在文博会上展览

时，有好多家长带着孩子跟它合影。当时甚至有人出 6万元要

买，但他笑着婉拒了。刘善琦说：“我只是自己玩的，不卖。”

刘善琦的第三个宝贝是“有凤来兮”，用家乡三宝之一的汝

瓷天青色做背景，辽阔高远，清新自然。一只金凤凰正展翅翱翔

在湛蓝的天空中，灵巧高昂的头，尖尖的嘴巴，飘逸潇洒的翅膀，

就连身上的羽毛似乎也有巧夺天工的纹理花纹点缀着，姿态优

美，祥瑞降临。再加上我市著名书法家李麒的墨宝“有凤来兮”，

饱满圆润，大气磅礴，黄底黑字，正和金凤凰相得益彰，美妙绝

伦。

另一个珍宝是“人间有味是清欢”。“人”字是树根，自然生成

的天作之“人”，一撇一捺，相互支撑，神韵天成。李麒看到这个

“人”字之后，大为赞赏，欣然提笔加上“间有味是清欢”六字墨

宝，正应了苏轼的名句“人间有味是清欢”。

说起根艺的制作，刘善琦侃侃而谈：根艺讲究“七分天成，三

分人工。”要充分用自然形态，稍作修饰。程序有去皮，抛光，保留

纹理，反复打磨，直至光滑如玉，细腻如绸，触之如缎。

他说，做根艺，不仅要善于发现美，还要懂得取舍。不需要的

要锯掉，在锯掉之前要反复构思，寻找它的独特之处，如果把精

华部分不小心锯掉了，就会破坏根艺的生命和灵魂。要学会去其

糟粕留其精华，把最具生命震撼的部分展现给大家。

根艺，让曾经埋在地下被埋没的艺术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

那曾经看似丑陋，不见天日，在黑暗中默默无闻托举着大树生命

的根，托举着花朵的根，托举着种子果实的根，在刘善琦的雕琢

下凤凰涅槃，沧桑的年轮蝶变成美妙绝伦的花纹，幻化成高雅的

艺术，变成激励人们珍惜生命、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神奇之美。

沧海桑田千秋事 石不能言最可人

刘善琦的客厅门口，有一座奇石吸引了我的目光。他问：“你

看这块石头像什么？”我细细端详，只见红色的底座上一个庞然

大物正似乎积攒着力量往前顶，厚重的前蹄扎稳大地，强大的身

躯稳如泰山，光滑的脊背强悍无比，脖子处的皱褶圆润细腻，就

连石头耳朵也似乎透着忽闪忽闪一摇一晃的灵动，活脱脱一头

大象啊！

刘善琦骄傲地说：“这头大象石发现于嵩山南麓的大鸿

寨，通高 66 厘米，身长 73 厘米，最初我起名‘大象无形’，后

经汝州老一辈赏石大家改为‘中原之魂’，因大象为九州中原

河南省（豫）的符号别称，中华文明之青铜器多是象腿，也是

老子文化之精髓，大象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们中原文

化的魂。”

两块组合石“一帆风顺”，也颇具神奇。底下一块石头产自河

南，长形酷似一条船，上面一块来自山西，竖高酷似船上的帆。两

块石头虽然产地不同，但也许是因为同受母亲河黄河的浸润，石

头上的纹理条纹异常相似。经过千百年来沧海桑天的变幻，经过

河水的冲刷，自然的造化，岁月的洗礼，一条条纹理滑润如绸缎，

仿佛在迎风招展，更像一条启航的帆船正乘风破浪，颇有“长风

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气概。

“用心听石，可聆天籁”。一方心仪的奇石置于书案之上，就

仿佛走进了千古书卷之侧，蕴含了无穷的生趣，让我们由不得从

心底里感恩自然的造化，领悟生命的真谛，心境也更加纯洁、安

静、淡泊、豁达、博爱……

山石树木皆有情 自然之美伴余生

30年痴心不改，30年感悟生活，30年领悟自然，经过岁月

的浸染，经历自然的滋润，刘善琦已经成为一名智者、一名禅者。

他把山、石、植物、花卉、根艺融合在一起，刚柔并济，相得益彰，

发现了另一种自然的和谐之美。

瞧，左边一块黄河石，酷似一位男士英俊潇洒，右边一座崖

柏根艺，俊俏窈窕，恰似一位少妇，刘老师戏称为“老夫少妻”，颇

有喜剧效果。

一根轻盈的藤，弯弯曲曲，袅袅婷婷，缠缠绵绵，柔软的

柳丝飘飘下垂，好一处清净优雅的去处。月上柳梢，树荫下两

个人影（刘善琦巧妙地用两块奇石代替两个恋人）在窃窃私

语，深情凝望。

刘善琦一直坚持以自然为师，那些大自然中深藏不露、天公

造化的古树古根，苍劲古朴，其神韵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

种意境不能单凭直觉感受，只能用心感悟，用驰骋的想象寄托自

己的情思。他坚持自然美是艺术的永恒要素，是大自然对人类的

无私馈赠，人要对大自然的美加以感知、感悟、享受、陶醉，才能

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刘善琦说，玩根雕，玩盆景，重要的是在意境。意在笔先，境

由心生，功在画外，通过感悟表现出一种生活境界，或清高，或雅

致，或大气，或天然，或疏朗，或闲情逸趣等，通过盆景、根艺的意

象之美，表达出不同的性情，不同的修养，不同的气质，表达出淡

泊名利、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

形神兼备，情景交融，气韵生动，大自然的山河壮丽，树木苍

翠，田野清新等自然之美，给人以健康、自然美的视觉享受，同

时，传递着生命的姿态，最终带给人们清新高雅、轻灵飘逸、画意

盎然、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人返璞归真，心旷神怡。

山水草木之情，奇石根艺之美，让刘善琦发现了自然之美，

留住了岁月痕迹，陶冶了高尚情操，丰富了美好生活，感悟了人

生真谛。

如此清欢人生，岂不美哉快哉！

（孙利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自然

资源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魂归自然生禅意 人生有味是清欢
———记刘善琦和他的盆景奇石根艺

□孙利芳

刘善琦

娴熟地展开宣纸，右手握笔，左手按纸，用笔

圆润有力，落笔似行云流水，时而跌宕百丈，时而

流逝千里，顷刻功夫，一幅极具艺术美感的草书跃

然纸上……

近日，在位于朝阳路的文苑阁内，只见书法、

国画作品悬挂于墙上，墨香与纸韵交错，散发出浓

郁的艺术气息。桌面上、展架台上，笔墨纸砚码放

整齐，一应俱全。今年已 75岁的书法家李麒正气

定神闲地伏案练习书法。

李麒出生于书香之家，现为汝州市书协名誉

主席，是我市最早一批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之一。

他从小就开始练习书法，精研魏碑、汉隶和行书。

其早年沉浸于北魏刻石，作品追求古朴稚拙，深得

魏碑之精髓。之后，他上追汉隶，再发唐，作品清新

雅致，简洁含蓄。

在李麒几十年的砚田笔耕中，他深刻感悟出，

学好书法的唯一途径不外乎“守正创新”。

所谓守正，也是字内功，把古人流传下来的名

帖、名碑（书法经典）通过勤学苦练，牢牢掌握，变

成自己的。这靠的是临帖，临帖是一生的功课，要

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临帖时真正做到“察之尚精，

拟之贵似”，熟练掌握线条的质感，在提按使转中

完成笔锋的翻绞，在疾涩徐迟中求得动静相宜的

变化，真正达到古人

说的“智巧兼优，心手

双畅，翰不虚动，下必

有由。一画之间，变起

伏于锋杪；一点之内，

殊衂挫于毫芒”。同

时，在字法、章法上也

尽可能靠近名帖，达

到形神兼备，能熟练

掌握书法的技法、神

形，传承到书法经典

的精髓，这就是守正。

而创新，绝非另

创一种字体、书体。创

新是在守正的基础

上，让自己的字再生

动、有趣些，因为书法

已进入了艺术的范

畴。而作为艺术，不但

能让人悦目，更能使人赏心。遒劲灵动的线条、妙

趣横生的字形、虚实相间的布局、轻重浓淡的墨

色，无不构成动人的书味。而要达到书法艺术，不

仅是靠字内功，更需要字外的学习、修养，广纳姊

妹艺术如绘画、舞蹈、音乐、古建筑等，诗词、文赋

众多文学修养，以及美学、哲学等理论著作学习，

涵养自己。

受母影响 自幼习书

“母亲从小就教育我说，字如其人，字就是人

的脸面，一定要把字写好！”在李麒学习书法的道

路上，母亲可谓是亦师亦友。正是由于母亲的谆谆

教导与言传身教，让书法这粒种子在他幼小的心

里就扎了根。

李麒的母亲李清莲，1921年出生于书香门第，

自幼酷爱书画，曾求学于商丘、开封，毕业于河南

女子师范学校。1948年返回汝州，积极投身教育事

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县立中学第一名女教师。

“我小时候生活在老十字街，隔壁就是新华书

店，母亲经常带我到里面看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

里，我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李麒说，母

亲秉承“做一个正直善良、勤奋好学的人”的家风，

一直影响着他。

在母亲的耐心指导与教诲下，不管条件再艰

苦，李麒也从未间断练习书法。

1966年，李麒中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成

为临汝县第一批下乡知青。其间，他放过牛，喂过

猪，修过水库，修过大渠，学会了四季农活，养成了

吃苦耐劳的习惯。

劳动之余，他刻苦练习书法。由于当时条件比

较艰苦，没有纸和笔。他便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

纸，一笔一划临摹下乡时母亲送给他的楷书和隶

书字帖。

“当我静下心来，一笔一划地书写时，能感受

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这是一种放松和享受的过

程，非常解压。”李麒说，下乡那段时光，条件虽然

艰苦，但是书法给了他莫大的慰藉。在文化匮乏的

农村，他的一笔好字，也有了用武之地。他经常为

村里刷写毛泽东语录、宣传标语，成了知识青年中

最忙的人。也正是这段时间，让他的书法有了很大

进步。

潜心研学 荣誉沓来

1972年，经招工进城，李麒成了县办集体企业

针织厂（后改为色织布厂）的工人。他从学徒干起，

始终保持满腔热忱，凭着不懈的努力和敬业精神，

从普通工人干到班长、车间主任、厂长。

不管是知青下乡时在田间地头，或是在工厂

的车间内外，繁忙的工作之余，李麒从来没有忘记

母亲的教导。为了节约纸张，他经常到处搜罗报

纸，拿回家练习书法。夜深人静之时，劳累一天的

他在灯下握笔驰骋纸张之间，几十年如一日，从不

懈怠。

“书法是我的业余爱好，同时也是我的立身之

本。自古以来，就有‘作书先做人’‘人正才能书正’

的说法，因此在提炼书艺的同时，也要注重道德修

养与文化修养。”李麒认为，练习书法，不仅是技艺

的磨练，更是文化与道德修养的综合体现。

“三人行必有我师”。李麒说，学习书法要有一

颗海纳百川的包容心，善于发现、学习别人的长

处，哪怕是比自己年龄小的，都要虚心求教，不耻

下问。“对一些观念新、路子正、有想法、出成就的

年轻人，比如我市书法家张红杰、杨留柱等后起之

秀，我都会虚心向他们求教，并以此为乐，同时也

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经验和看法，互相切磋书

法技艺，每每看到彼此有些许进步，都会打心底感

到高兴。”与书友切磋技艺，也让李麒结识了不少

忘年之交。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断努力，李麒的书法

技艺有了很大进步，书法作品也屡屡获奖。

1985年，他的作品就在全国纺织系统获二等

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当年，李麒进入中国书

法函授大学汝州分校系统学习，结识了我市的贾

伟、陈新生、李振平、宋国强等书法朋友，大家在一

起练习书法，共同进步。1987年，他与其他四人连

续举办三期汝州市五青年书法展，在汝州及其周

边县市引起强烈反响，牛振江、李自强、唐子正等

汝州书法界名人也给予高度评价。

1988年，李麒在河南省举办的新建六市书法

展中获得二等奖，时任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的李悦民看到他的书法作品，给予极高评价。

2000年，李麒的书法作品入围全国八届中青

展，平顶山书法家协会为他发来贺电。

2009年，作品入展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尧

山杯”新人展。

2013年，作品入展首届“云峰奖”全国书法大

展，同年被批准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李麒先后 10 余次被汝州市委、市政府评为

“汝州市先进文艺工作者”称号；2016年被汝州市

委、市政府授予“乡贤人物”荣誉称号；此外，他还

是政协汝州市三、四、五届委员。

弘扬国粹 发挥余热

“书法作为我国四大国粹之一，是中国文化中

的精华。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将国粹传承下去，

弘扬出去，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退休后的李麒，并

没有沉醉于享受天伦之乐，而是致力于弘扬传统

文化。

“练习书法好处多多。心情愉悦之时，练习书

法能凝神静气、悠然自得；胸有怒气之时，练习书

法能转移情绪；心中伤痛之时，练习书法能散胸中

之郁，抒发情感，从而平复心情……这些都是书法

的魅力。”李麒时常鼓励年轻人尝试练习书法，爱

上书法，用书法这门艺术陶冶身心。

2009年，李麒退休后，在朝阳路开了一家名曰

“文苑阁”的店铺，在与书法爱好者切磋技艺的同时，

还能为其提供物美价廉的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品。

“李老师为人谦和善良，每次我拿着作品请李

老师点评时，他都讲解得非常细致，让我不虚此

行。由于李老师自身练习书法，在他店里取的笔墨

纸砚不仅物美价廉，用起来也很顺手。”书法爱好

者张平福说道。

除此之外，李麒还热衷公益，每次文联组织书

法家义写春联活动，他都积极参加。李麒还多次到

大峪、温泉等地以及市残联、公安、税务等单位为农

民、公安干警、残疾人等义写春联，服务家乡人民。

在李麒看来，义写春联，既能发挥余热，为群

众做好事，也能练字健身，充实生活，是一件美善

之事。

而今，已过古稀之年的李麒，每日仍伏案练

字，笔耕不辍。行走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路上。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沛沛

李麒：匠心传国粹 笔墨润人生

正在创作中的李麒

李麒的书法作品

根雕作品《清影翩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