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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留墨韵—— 敬怀书法家李敦甫先生

李敦甫

(1916.02—2000.12），江苏滨海人。名百诗，字钝缶，号獾叟，斋名双榴馆、霜留馆、
巧贫居。出生于书香世家，幼承庭训，临池不辍，书、画、印皆擅，尤精篆隶，“集众之
长，创新发展，形成了方圆兼备、繁简有序、跌宕多姿、气势磅礴、郁勃灵动的个人风
格”。作品多次入选、入编海内外重大展览和重要书法集，并被众多的名山大川书碑
勒石，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纪念馆收藏。个人传略被载入《中国美术年鉴》《中国古
今书家大辞典》《中国当代篆刻家辞典》等。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文史馆
馆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盐城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前言

黄海之滨，黄河故道，
万沙聚原之地，水草丰茂，
人杰地灵。立于这片土地
上的滨海县，自古民风淳
朴，文风昌盛，书风雅正。
书法家李敦甫先生，便是雅
正之风的践行者、传播者。

出生于 1916 年的李敦
甫，幼承家学，以古为师。
书法于篆、隶、楷三体皆用
心揣摩，尤于篆、隶更显心
性。作品古拙苍茂，笔墨间
融入世事沧桑、人生历练，
将书为心生、以书为杖，演
绎得透彻、敞亮。

先生青少年时期，家境
殷实，庭前有两棵大石榴
树，因以为号：双榴馆。榴
者多子多福，笑口常开。新
中国成立时，先生正值壮
年，意气风发，广交文友，书
艺也更为精进。

中年之后，先生的人生
际遇急转直下。他只身去
农场改造，家中妻亡子丧。
在人生最低谷时，书写成了
他精神的拐杖，唯有笔墨可
在静夜里疗愈心灵之伤。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先
生得以平反。县领导安排
他到滨海县文化馆工作。
后加入中国书协并成为江
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江苏
省书协常务理事、盐城市书
协名誉主席。

80 年代初期，先生将之
前的斋号“双榴馆”改为“霜
留馆”，怀着风霜之后依旧
留存的对生命、对艺术的热
爱，开启了新的人生里程。
他除了潜心创作，还耐心指
导后学，诲人不倦，为滨海
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书
法人才。

2024 年 11 月 22 日至 30
日，李敦甫艺术人生回顾
展，在江苏省美术馆隆重举
办。这次展出的大部分作
品，来自他曾经悉心指导过
的学生们的私人珍藏，既是
敬仰，也是珍爱。先生的一
生，光明磊落，为艺虔诚，为
人谦逊。他提携后学，不求
回报。为滨海县乃至江苏
省书法艺术的繁荣作出了
巨大贡献。

生命有限，而李敦甫先
生的书法艺术，墨韵悠长。

岁月有时像一部魔幻剧，将经历过的人
与事一一封存。大部分的记忆会在时光里消
逝如风，可有些人和事，却能在回忆里变得越
来越清晰，那是人生转折处的明灯，照亮了我
们今生的一段段新里程。

我的启蒙老师李敦甫先生，离开我们20
多年了，每次想起和他相处时的点点滴滴，那
些情景便好似老电影里的桥段，悠悠地回放
着。时光回溯到1979年秋天，滨海县举办全
县中小学生书法比赛，我应学校要求准备作
品送展，收稿地址是县文化馆。记得那天下
午大约一点钟，大哥用自行车将我带到了当
时还在县城老西街的文化馆。因为是中午休
息时间，馆内无人，我一个人静静地在那里等
待。文化馆办公的地方很小，也比较简陋，但
是满壁的墨香让我无比兴奋，平生第一次近
距离地观看这么多书法和绘画作品，在我的
心里，这儿就是一片圣地。

半个小时后，一位三十多岁，理着平头，
戴着眼镜的工作人员来了，他一见我便问：

“你找谁？有什么事？”我忐忑地说明了来意，
他说那得等李大爹来。他说的李大爹，便是
李敦甫老师。下午两点半，我看见六十多岁
的李老健步走进了办公室。李老中等身材，
偏瘦，花白的头发整齐地向脑后梳着，面色红
润，神情威严。

李老让我将带来的两件作品打开，一幅
写的是毛主席词《六盘山》，另一幅写的是毛
主席词《西江月·井冈山》，两幅全是临摹毛主
席的毛体草书。李老看了一眼习作，挠着头
说：“你这可不行啊！怎么不用宣纸写呢？”我
问什么是宣纸，他看我连宣纸都不知道，目光
在我的脸上停了片刻，然后耐心地说：“你这
是白油光纸，不是专用书画纸。书法比赛，参
展作品要用宣纸书写才能装裱。”说罢，他让
工作人员拿来一张宣纸，让我现场写一幅作
品参展。因为担心我不适应宣纸，他又让人
拿来两张毛边纸，让我先试写两遍。我写了
当年叶剑英元帅刚发表的一首诗：“攻城不怕
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我边写，李老边提醒我要注意哪些事项，并告
知我有几个字的结构怎样修改。之后，李老
说：“现在可以用宣纸写了。”写完之后，李老
又让刚进文化馆工作的关山现场给我刻了一
方印章。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拥有姓名印，也
是我平生创作的第一幅真正意义的参展作
品。如果说，人的一生总会遇见几盏明灯，那
这一次的光亮，正式开启了我追寻书画艺术
的朝圣之旅。

那一年，我十五岁，刚读高中。受了李敦
甫老师的点拨，我开始临写唐楷，以颜、柳为

主线，并时常将临写的作业带到文化馆请李
老指导。李老要求我必须精准地临摹，偶尔
也示范几个字给我看。那些年，周末去文化
馆看美术组的创作，听他们聊与书画相关的
经年往事，无疑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滨海，这座黄海边的小县城，并非鱼米之
乡，物产也相对贫瘠，但艺术氛围一直很浓，
才人辈出，文士风雅，书画艺术更是薪火相
传，绵延不绝。李敦甫先生便是其中最杰出
的一位。李敦甫老师，号獾叟，生于民国五年
（1916 年），斋号：双榴馆、霜留馆、巧贫居。
先生幼承庭训，祖上教书为业，家藏碑帖，积
之充栋，自幼得以遍观群书。早年于颜体楷
书用功最勤，后于魏碑研习颇深，以龙门十二
品为根基，再吸收清代赵之谦的开合博大，尤
于《石门铭》最为沉醉，并将《石门铭》结字之
奇崛开合化为己用，出锋平中见奇，或楷或
行，皆生趣盎然。而李敦甫先生书法成就最
高的应是其风格独特的篆书和隶书。其篆书
上承秦汉，下接明清，拙厚古质又不乏灵动。
其隶书则博采众长，早年遍临汉碑，《曹全》
《礼器》《史晨》《乙瑛》《张迁》《华山》《西狭》
《石门》无不悉心追求，在汉碑基础上他又吸
收清人，尤其是邓石如雄浑古朴的风格，融会
贯通，作品厚重而茂密。受先生影响，我也将
各种书体的研习当作日课，互参互鉴，受益良
多。如今回想起来，先生居于滨海小县城，居
然有如此广博的求艺胸襟，实为罕见，此乃吾
辈后学之大幸。然先生一生一路荆棘，可谓
一生风雨一生贫。

1979 年，我认识李敦甫先生时，先生已

从人生低谷走了出来，有种劫后重生的振作
状，他将之前的斋号由“双榴馆”改为“霜留
馆”，意为风霜侵袭后，老菊尚留香。自冤情
得以平反后，先生对文化馆的工作状态非常
满意，年逾古稀还曾壮游华山，访碑探幽，艺
术创作也渐入佳境。其书作被送往日本展
出，誉满东瀛。后又当选江苏省书协常务理
事和省文史馆馆员。为江苏特别是盐城书法
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到了90年代，
先生曾将斋号改为“巧贫居”。我曾问其缘
由，李老说：“我所住的滨海是黄河故道边的
穷乡僻壤，但我安于此，乐于此，甘于寂寞和
贫困。”晚年的他，还常用一方闲章“江北獾
子”，他解释：“獾子，是犬类动物，都在夜间
活动，居住隐蔽，谁也找不到其藏身之处。”
人生至此，已忘忧而尽乐也！岁月如流水，
往来成古今。李敦甫先生虽然离开我们 24
年了，但他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精品，这些精
品除了值得后人学习、研究、珍藏，更能让我
们从中感知一位曾经饱经风霜的老人，睿智
而坚劲的力量。

他像立在黄海之滨的灯塔，照耀并引领
着家乡的后学者不断前行。今天滨海县人民
政府为先生在省美术馆举办“霜留墨韵——
李敦甫书法篆刻展”并出作品集，让我写点纪
念文字。一页一页翻过，先生的音容笑貌犹
在纸间浮现，捧读之间感慨良多。正如苏东
坡所云：“妍媸本在君，我岂相媚悦。”感恩在
我少年时，遇见恩师李敦甫。

（作者管峻，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院长）

怀念恩师李敦甫
□管峻

《广阔大有联》135×33cm×2《望月怀人书简密，长歌对酒墨华新》大篆中堂 137×60cm 印屏 68×33cm

《洞庭诗四首》35×138cm

《宋·李朴 中秋》行书扇面 26×52cm

《政协章程提纲摘句》32×134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