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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是张红杰创作的一幅篆书佳作，

2012年获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三等奖。主办方

在颁奖词中说，张红杰篆书创作《桃花源记》，师承吴

让之篆书的典雅法度，以柔中带刚、清雅俊美的笔墨

神采绘制出一幅怡然自得的世外桃源。

张红杰在获奖感言中说，创作伊始，他便确立了

一种宁静古雅的作品风格。在内容的确立上，采用

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字体的选择上，采用古

朴典雅而又极具韵致的吴熙载风格进行创作。在创

作时有意加强了装饰意味，甚至采用少许大篆写法

来丰富完善吴氏风格。字色以朱砂加少许墨色，使

作品在古朴的格调中，透露出一丝鲜活的现代气息，

增加了生动活泼的时尚元素。总之，整幅作品从构

思到完成，基本做到了古雅而不沉闷，明丽而不浮

躁。在根植传统的基础上，大胆运用现代审美语汇，

使篆书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追求书法艺术极致的路上，张红杰还是一个

独具慧眼的书法教育者。在 2017年中国书法家协会

主办的全国第三届篆书展上，汝州市有包括张红杰

在内的 5人入展，其他 4位是张红杰的学生。张红杰

在三门峡的一个集训班代课讲授篆书期间，3名学

习篆书的学员后来都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还有

来自大西北的农民书法爱好者，经他指导，作品在中

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书展上入展。经他指导，天津市

的双上肢障碍朋友王恩锋的创作水平有了质的飞

跃，近两年活跃于天津书坛且有作品在市级展览入

展，被称为“无指”书法家。这些年，张红杰共带出近

20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省书协会员数十人。

访谈将要结束时，张红杰说，学习书法，要相信

自己，相信水滴石穿，只要把功夫下到位，就一定能

成功。

据河南日报农村版

汝河历经千万年的流淌，孕育了无数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汝石。

这些静默的石头，在丁鲜丽的眼中，却蕴藏着另一重生命。当画笔在石

纹间游走，一块块冰冷的石头便悄然苏醒，化身飞鸟鱼虫、山河人物，

讲述着独一无二的故事。

童年熏陶种下热爱绘画的种子

20世纪 80年代初，丁鲜丽出生于洗耳河街道上河村，自小就守着

汝河长大。在她的童年记忆里，家中总萦绕着墨香与刻石声。爷爷擅画

国画山水，父亲从事石头雕刻，家族的艺术基因如同春雨，悄然渗入她

幼小的心灵，为她埋下了艺术启蒙的种子。每逢暑假，父亲便送她去绘

画班学习，线条与色彩的世界，成为她的乐园。

大学虽选择了教育专业，命运却为丁鲜丽安排了另一条路。毕业

后，她并未走上讲台，而是因心中那份对色彩无法割舍的眷恋。2005年

秋，经朋友介绍，她离乡远赴深圳大芬油画村。在那里，她拜师学艺，童

年的熏陶让她对色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感知。短短四五个月的系统

训练后，丁鲜丽便掌握油画技法，投身于高强度油画绘画。从初始月产

几十幅收入数千元，到技艺娴熟后月创一二百幅作品收入过万元。她

的作品远销国外，成为异国他乡的风景。

五年间，丁鲜丽习惯了从午后画至凌晨三四点的生活，在快节奏

的油画复制中打磨着绘画功底。

黄河边的石头开启创作新篇

2010年，丁鲜丽因家庭原因，随着丈夫到郑州经营瓷砖生意。然而艺术的种子从

未枯萎。闲暇时，她在郑州陈寨的两家画廊重拾画笔，以兼职延续着这份热爱。

2018年，一次在黄河边的漫步，彻底改变了她的创作方向。一块不规则的红色石

头无意间闯入眼帘，瞬间点燃了她心中的火花，“鸿运当头”的创作灵感瞬间迸发。丁鲜

丽将石头带回家，尝试着将油画的技法与感悟迁移到这方寸天地。初次尝试却为她打

开了一扇绘画创作的大门，她开始搜集石头，并在石头上作画。家中的石头渐渐堆积如

山，石头上的画作也日益丰富、灵动。

“石头画直播”实现以艺谋生

2021年，受市场环境影响，丁鲜丽与丈夫回到汝州。这次回归，让她决心重拾画笔。

恰逢直播行业风生水起，她抱着尝试的心态开启“石头画直播”。闲居在家的她架起手

机，在直播间里专注地画着石头，没有喧嚣的推销，只有画笔与石头接触的细微声响，

一幅幅作品在时光中渐渐成形。每天专注作画的直播场景，不到一周便吸引大批粉丝，

更令她惊喜的是，不断有人询问：“这石头画，卖吗？”

无心插柳柳成荫。市场的认可如同强心剂，让丁鲜丽看到了石头画的无限潜力与自

身事业的方向。自此，每日直播作画成了她的主业。经一年时间的沉淀，2022年上半年，她

的粉丝量激增，订单纷至沓来。丁鲜丽甚至开发录制了石头画教学课程，实现了以艺谋

生、扎根家乡的梦想。

自助画室让石头画成为“诗与远方”

直播的成功给了丁鲜丽更大的底气。2023年“五一”期间，她的“自助画室”在我市大时

代广场正式开业。画室之内，墙上油画色彩浓郁，博古架上汝石画琳琅满目。她秉持“诗情画

意，放松解压”的理念，为零基础爱好者量身打造体验绘画场所。“所有零基础的绘画爱好者

都可以走进来体验绘画的乐趣，在绘画中释放自我，为内心寻得一片宁静。”丁鲜丽说。

丁鲜丽的石头画题材包罗万象，人物风姿绰约，花草生机盎然，动物憨态可掬，山

水意境悠远，更有随形就势的水果、蔬菜，几可乱真，令人爱不释手。

拓展汝石内涵 致力文化传承

对丁鲜丽而言，汝河中的汝石是天然的创作宝藏库。一有空闲，她便驱车沿河寻

觅。每拾起一块石头，其独特的纹理与轮廓已在脑海中激发出特定的创作主题。“每方

汝石的纹理与形状独一无二，赋予作品不可复制的艺术魅力。”丁鲜丽笃信，“我的使

命，是让它们讲出自己的故事。”

除了创作，丁鲜丽还致力于汝石文化的推广。她积极参加了汝州市第二届、第三届

汝石斗宝大赛和奇石展销会等，带着精心创作的汝石画亮相，让更多人领略汝石与绘

画结合的神奇魅力，认识到汝石的艺术价值。积极参与各类石展并屡获殊荣，以艺术创

作赋予石头文化内涵。如：汝石画作品《猩望》《雄鸡报晓》在 2024首届中国·襄阳赏石

文化博览会暨“襄江·米芾杯”全国观赏石精品展，荣获铜奖。

一块块曾被岁月遗忘的汝石，因她的慧眼与巧手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如今，丁鲜

丽的目标更加明确，她计划进一步拓展汝石

的内涵，把目光望向更广阔的乡土。她

计划将创作触角延伸到基层农村，尝

试创作更多反映乡村美好幸福生

活的作品，讴歌乡村振兴带来

的新变化，让汝石不仅是艺术

载体，更成为记录时代的文化

符号。

从深圳大芬油画村的“打

工人”到汝州本土的“石头画艺

术家”，丁鲜丽用二十载画笔耕

耘，将童年的艺术梦想、偶然的

创作灵感与家乡的文化资源融合，在

方寸石头上勾勒出属于自己的创业

之路。她的故事印证着当艺术与热爱

碰撞，平凡的石头也能绽放出独特的光彩。

宋盼盼

张红杰 从农民工到兰亭奖得主
○张鸿飞

核心提示

“坐破寒毡，磨穿铁砚”，30余年笔耕

不辍，获得中国书法“兰亭奖”等 30多个

奖项。传道授业，桃李满园，把中国书法

精髓教给学生，培养出 20余名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数十名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一个农村娃，裤腿沾满泥土，心中揣

着梦想，历经酷暑寒冬，沿着凹凸弯曲的

小径，一步步，不回头，走向大学，走向城

市，走向中国书法殿堂，收获自己一年年

厚实的人生和书坛一张张金黄的奖状。

“如果非要给自己贴一个
标签，那我就是一个农民书法

家。”农历芒种节气过后，阳历 6月
上旬一个炎热天气的午后，张红杰在他创办的三
槐堂书法成人教室里接受访谈时，如是回答道。

之所以是“农民书法家”，原因在于，自 1996
年从宝丰县老家来到汝州市谋生，到 2008年第六届
“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入展、再到 2010年加入中国
书法家协会，及至 2025年 5月入展全国第二届
书法小品展，其间，他虽有 30多次在中国书法家
协会主办的展览上入展或获奖的经历，但他始终
是“非体制内”人士。尽管有与他经历相似的
书家得益于书法成就而进入体制，甚至成为

教授，但他始终是那个少小就喜欢写字
的农村娃。

“写字是一种生活”，抖音 @张

红杰书法 2023-10-10早晨 6 时许，

张红杰在直播“手腕轻转，笔尖在转

折处稍作顿挫，形成圆润的屋漏痕”

时写道：一个多月来，重临了《始平公

造像》《杨大眼造像》《魏灵藏造像》

《沙丘造像》《孟敬训墓志》《元羽墓

志》《元演墓志》《元桢墓志》《张孟龙

墓志》《李璧墓志》等，但愿在一天天

的坚持中突然能看到照亮方向的那

束光。屏幕上的红色字是：学书法烧

钱应是现实，靠书法养家只是笑话，

不知道一天天的坚持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坦诚而又简单的回答

是，为了小时老师为他植下的一个

梦，为了生活。

有一段过往，张红杰从未与人

说。读小学时，他因为一场意外而落下了三个月的

课，导致学习成绩下降，但作业一直很认真工整。

读五年级的一天，他在黑板上抄作业，班主任老师

突然说了一句：张红杰写的字可以上对联了。就是

这句话，在其少小的心里植下了根。

到了初中，板书很好的崔振刚、崔英现、任占

青等老师都给了张红杰莫大的鼓励。令同学们羡

慕的是，张红杰上初中时，就为左邻右舍写春联及

结婚的对子。村里开大会写标语，围墙上写口号这

些活儿，也都由他来完成，风光得很。1996年，张红

杰通过了河南大学美术系专科自学考试，他也从

宝丰县农村老家来到了汝州市，在街头为人画像，

在剧团画布景，帮公司画墙体广告……1999年进

入汝州市新嘉诚汝瓷开发有限公司从事陶瓷设

计。

那几年，一家人的生活都要靠他的参展奖金

来支撑。生活虽很紧张很拮据，但静悟书法艺术真

谛、传承六千年汉字之美，追寻在淡云疏雨间，笔

墨自成诗的炽情，对张红杰来说，却是有增无减。

回忆起当年，张红杰说，工作一天回到家里最重要

的事便是伏案临帖、创作。

“2008年 9月 26日。”张红杰说，那一天的《书

法导报》刊登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届新人展”的

消息，他在入展名单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这份成绩

来源于他十数年坚持不懈的读书，及天天读帖、日

日临帖。

他说：“读帖、临帖，都要领会原帖的精神、气质

和风貌，也就是精气神，掌握精髓，才能融会贯通，

运用自如，以原帖的风格进行再创作。”为了溯源古

文字本相，掌握原始笔法与造型规律；解决古文字

应用难题，支撑创作与研究；构建学术根基，衔接传

统与创新；达到贯通文化基因、激活艺术创造密钥

的目的，张红杰在家庭经济收入捉襟见肘的情况

下，买回了《古文字类编》《金文大字典》《战国文字

编》等书籍研读，又在邮局订阅了一份《书法导报》，

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比赛，一是为了挣钱养家，二是

希望通过参展参赛和获奖，获得同行和社会的了解，

赢得追求书法艺术精髓的更广阔天地。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自 2008年开始到现在的

17年间，张红杰先后获得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第四

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三等奖、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

奖”佳作奖、全国第二届篆书作品展优秀奖、全国龙文

化书法大赛优秀奖、全国首届小品书法大赛优秀奖、

全国第二届书法小品展览入展等荣誉 30多项；在其

他全国性书展和赛事中入展或获奖更是不胜枚举。

“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这是唐代

大诗人杜甫诗作《柏学士茅屋》中的最后一句，在前

后两个半句形成的递进关系中，点明成功需要辛勤

付出，强调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张红杰便是如此，

笔耕不辍三十多个春秋，“坐破寒毡，磨穿铁砚”，终

于达到了笔力千钧的高远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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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鹄高飞 一举千里

要相信自己 相信水滴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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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石画作品———如鱼得水

正在创作的丁鲜丽

张红杰（右）指导学员创作

张红杰作品

书法作品《诫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