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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就听闻印城华人中有一位书法造诣极高的钱先
生，后来虽有几面之缘，却从未见其墨宝。今年四月无意中
看到先生用小楷写的景福殿赋，瞬间就被震撼了。人言大字
不易，小字其实也难写。因为字小，行文提笔、钩折辗转需
要很强的控制能力；又因为字多，布白结构上更是讲究，否
则一味整齐却流于呆板；最难得的是小中又现大字的神韵风
采，所以小楷很见功力。笔者对书法是没有什么研究的，但
记得当时不由自主地感叹说，看了钱先生的字，不觉心驰而
神往矣。于是斗胆提出采访钱先生的想法，没想到钱先生豁
然应允。

鸿蒙初辟 爱上书画笔墨
钱先生全名钱少敏，字淳，生于浙江杭州。杭州素有

文化历史之名，吴越、南宋两朝都曾定都于此。因为地理便
利，商贸发达，城市繁荣，历史上的杭州逐渐演变成为中国
精致文化的代表。琴棋书画，诗酒茶花，杭州有着自己独特
的“士族精神，书生气质”。这种得天独厚的人文气息潜移
默化中在钱少敏的身上和他以后的艺术道路打上了永久的烙
印。

钱少敏的的父亲，钱伯贤，是一位资深书法家。钱老
先生启蒙于钱氏家族学堂。学堂的私塾先生字写得极好。学
堂里每天上午背诵《三字经》、《二十四孝》，下午描红临
帖。后来各种变故，钱老先生还是牢记老师“一日不练，三
日不补”的教导，常年坚持，临池不辍。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钱老先生入省政府机关任职，负责
文案工作。当时有规定，档案材料只能用钢笔和毛笔存档。
这好比老鼠掉到米缸里，老先生真是乐在其中，坚持只用毛
笔抄录各种档案，直到退休。据旧时同事回忆，老先生用毛
笔写字，一点也不比别人的硬笔慢！

钱少敏还记得，小时候父亲用小楷抄写了《老三篇》， 

挂在家里墙上 。墙对面正好是他的床。他每天都会看上好几
遍，渐渐地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刚上小学，父亲就送他一只
羊毫笔，一本柳体的雷锋日记字帖，还有毛边纸。就这样钱
少敏开始临砚练笔。那时候他每天练六十个字，父亲会帮助
他分析笔法和结构特征。过了半年左右，钱少敏的书法就有
了一点基础了。

因缘巧合 得名师指点
两年后，钱少敏的书画生涯在历史的变更中发生了很大

的转折。
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立邦交关系。对日

本，中国政府推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政策，为
了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中日民间文化、贸易交流日渐
丰富。 因为地理位置，杭州作为东南文化重镇，历史上对中
国文化东传起到很大作用。杭州对一衣带水的日本书法界的
影响亦是深远 ，这从唐代褚遂良，孙过庭，到宋代禅家心法
墨迹对日本书法的影响可见一斑。

1971年，日本书法界向浙江外事办公室提出和杭州进行
书法交流的意向。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几年，许多
传统和文化都被打倒抛弃，哪里还找得出什么青少年书法人
才用来交流。于是，浙江外事办一方面和日本定好协议，将
书法交流安排到来年举行，另一方面从全杭州各个小学紧急
选拔了三十几个小苗苗，集中在杭州青少年宫培训。因为已
有的书法底子，钱少敏也被遴选其中。

在中国，一切可能有外事影响的事都是大事，所以派
来教这帮小毛孩的居然是书法前辈沙孟海先生和他的弟子
们。1971年，沙孟海先生时年七十有一，早已是纵横书坛的
泰山北斗，于语言文字、文史、考古、书法、篆刻等都深有
研究。钱少敏现在还记得自己喜欢去沙老师家，帮老师烧
茶倒水研磨，执弟子礼。说到这，钱少敏还忍不住得意地

翰墨丹青写春秋
说，“以前这都是他夫人的事，后来都被我包办了。”

在名家的熏陶指点下，钱少敏先从颜筋柳骨开始，后学
苏东坡，兼习古代诸家碑帖。当时书法培训班的同学来来去
去，只有钱少敏一头扎进书法的天地里，前后跟随了七八个
老师，潜心研习了多种书法风格。

钱少敏的父母也非常支持他。父亲有空就和他一起学
习研究书法。他遇到困难的时候，父亲鼓励他；他偷懒松懈
时，父亲督促他；他有成绩的时候，父亲为他高兴。母亲更
是对他每天练书法的时间管得狠狠的，一分钟也不放过。那
时，钱少敏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父母总是挤出钱来买
纸买字贴。他家附近清泰街上有一家古文书店 ，父子俩就是
那里的常客。有时淘到一本满意的字帖，两个人都会高兴好
一阵子。书法这个共同的爱好，成为父子俩精神和感情的纽
带，贯穿了钱少敏的一生。

这样一直坚持到了1978年，钱少敏的书法基础也在数年
如一日的苦练中一天天夯实。

修身养性，悟做人治学之道
在多个老师之中，钱少敏受朱关田老师的影响最大。

朱关田是沙孟海的五大弟子之一，后来成为江浙书法界的带
头人，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和西泠印社副社长。据说朱
关田老师自幼喜好书法，为学书法，“以瓦钵当砚，清水为
墨，方砖代纸，棕帚作笔，废寝忘食”。说到他的影响，钱
少敏肃然起敬，“我现在都记得，朱老师经常对我们讲，做
任何事情之前，先要学会做人 。”

钱少敏最先研习的是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字。柳字清爽
秀丽而又法度森严，深得他的喜欢。所以当老师建议他转学
颜真卿时，钱少敏不甚理解。老师就跟他讲了颜真卿的《祭
侄季明文稿》和背后的故事。

颜真卿是唐朝的大臣和书法家。无论为官做人，均刚
正不阿，忠义坚贞。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谋反，颜真卿联络
其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然“贼臣不救，孤城围
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颜杲卿及其子季明先后罹难，
颜门一族三十余口亦遭杀害。后颜真卿命人寻访得到季明的
首骨。《祭侄稿》就是颜真卿为季明骨归追写的祭文。

钱少敏说，“颜真卿是在悲愤万分的心情下写下这篇
稿文的，从启首到结尾，你可以看出，其情怀起伏而笔势磅
礴，是典型的人书合一的代表。”按元鲜于枢评，《祭侄
稿》是“天下第二行书”。

再临颜字时，钱少敏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颜字的书法
美和颜真卿的人格美从此驻留在少年的心中。

聊到另外一位书如其人的书法家，钱少敏显得有些激
动，那就是有道“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大文豪苏东坡。当代
知名文化学者于丹曾说过，有一种生活态度叫苏东坡。想一
想他的一首定风波，“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情”启示和顿悟了多少古今人物的人生。“我

喜欢苏东坡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在他的笔下，生活是一片灿
烂。”钱少敏接着说，“苏东坡纵然一生坎坷，几经贬官放
逐，但是你看，他在文学和书画艺术上依旧能精进大成。”

显然，钱少敏从书法中找到最好的诠释。自然而然，他
转到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顾名思义，此贴是苏东坡在
寒食节见景所发，词意苍凉，但其坚韧豁达的性格却籍以书
法跃然纸上，通篇起伏跌宕，笔势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
毫无颓势，成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
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用钱少敏的话说，苏东坡的字力
啊，就是十二级台风来了，也吹不倒。

作为反例，钱少敏多少有些不屑地提起明朝的董其昌。
董其昌可是连康熙皇帝都最爱的书法家啊，康熙还曾亲临董
其昌的书帖。可是钱少敏却摇摇头，“这个人啊，多次出仕
入仕，一生穷思只是为保存自己，从不为百姓着想，倒是活
到八十几岁。他的字看起来华丽流畅，却有虚怯之意，你仔
细看看，没有风吹，都会倒！”

说到这里，钱少敏直视着我，一顿一顿地说，“你知道
吗，这些内在的品格，平时也许看不出，一旦有什么事情或
大事件，就会表现出来了。”

就这样，钱少敏一边浸淫书法，在艺术的道路上潜心探
索，一边磨练心智，从中领悟治学做人的道理。

意气风发，正当少年时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第一次出访中国。3

月，杭州书法班又挑出6、7人集中培训，以支持这次重要的
外事活动。最后，钱少敏和另外一个同学的作品被选送到
北京，参加了9月的中日文化展览。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
首脑在北京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两国邦交正常
化。1973年，钱少敏再一次参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首次书
法交流表演。

自1973年起，钱少敏多次受日方邀请去做访问交流。不
同于现在财大气粗的中国，那时候，国家真的没钱支持这样
的文化学术往来，往往是作品送到人未成行。1975年，日本
岐阜市决定自己一方出资发出邀请，钱少敏才得以和自己的
书画作品一同出访日本。1979年，杭州岐阜正式缔结友好城
市。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全中国百废待兴， 学校教育
也开始走入正常轨道。为了配合学生习字，1977年，浙江人
民出版社联系上年仅16岁的钱少敏，希望他能配合出一本字
帖，作为学生临摹的范本。总共花费了6个月, 这本由钱少敏
全部亲手书写的《贴》 出版问世了。《贴》很成功，首刊就
发行了120万册，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钱少敏获得出
版社支付的80元人民币，是对他写贴的工本费的补偿，没有
任何版权，如今这是完全没法想象的。不过当时这对钱少敏
的书法追求是一个极大的肯定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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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城华人人物速写系列之钱少敏——

前言：在印城定居多年，忽然就有了撰写一个华人社区人物系列的想法。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流逝变
成更为强烈的冲动。我想肯定是这些人物身上有种特质触动了我，让我喜欢，让我仰慕，让我不得不拾
起笔来，试着描摹他们的人、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如果说骨感的现实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渡过最初的艰难，丰盈的物质也需要丰满的精神匹配，以避免
堕入平庸无聊的陷阱。就这样，每个踏上移民征途的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探索着自己的道路，寻找着
适合自己的定位契点。在异域他乡不同的文化生活背景下，这种寻找注定是冲突中求融合、妥协中求坚
持的一个漫漫过程。

印城的华人社区无疑是群英荟萃，卧虎藏龙。这个人物系列要讲述的人就在我们当中。和我们一样，
他们喜过我们的喜，痛过我们的痛。希望这组浮光掠影的人物速写，能够让读者一窥他们走过的道路，
感受他们的精神世界，引起心有戚戚的共鸣，让读者为自己前行的道路点亮一盏灯，即便是微弱如豆。

▲钱少敏先生作品： 小楷 笙赋
    （下接第B6&b7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