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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约在二十多年前，培刚还在省军区独立营当战士的时候，他就经常带着自己的书法习作到处求
师访友。
那时的他应该是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
我与培刚的交往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20多年来，培刚由一名战士成长为一位国家处级干部，由一名书法爱好者成长为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影
响的书法家，实在是可喜可贺！
　　培刚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培刚，这与他的为人处事和长期以来对书法艺术的执著追求是分不开
的。
培刚给人的印象热情奔放，踏实认真，积极肯干，在很多方面表现出超常的毅力。
　　培刚十几岁便参军从戎，没能有机会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而他硬是靠自学取得了本科文凭，
并且在文史知识方面有较为扎实的基本功。
他也是通过公开考试才进入政府人事部门工作，并且能在工作中有较为突出的表现。
2001年，培刚接任省青年书协秘书长后，投入大量的精力，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不仅得到
书法界领导和书友的充分肯定，也充分显示了他超强的组织能力。
　　在我的感觉中，培刚整天总是忙忙碌碌，但他做起事来却有条不紊。
他好像是一名运动健将，经常会取得超极限的成绩。
他喜欢唱军旅歌曲，像《小白杨》、　《母亲》、　《想家的时候》等那些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的代
表歌曲，凭培刚的嗓音条件是达不到的，而正是因为他打内心喜欢，明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有时竟
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培刚生长在北方，小小年纪便参军，长辈又把他取名为培刚，按理他应该崇尚刚烈威猛一路的风
格，而他在书法创作方面却崇尚清新典雅的书风。
他那娇美秀雅的小行书，实难想象是出自一位北方汉子之手。
培刚的隶书师法《礼器》、《曹全》，而舍弃《张迁》、《衡方》，由此亦可看出他的审美追求。
　　培刚给自己的书房命名"养浩斋"，意为"养浩然之气"。
他的内心充满着激情，他的骨子里还隐藏着一些豪气，他的一些雄心壮志会在他的不断追求中慢慢变
为现实。
事实上，培刚那与生俱来的阳刚之气，在其近些年的作品中已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他不再沉浸于小行书给他带来的喜获"兰亭奖"的幸福感中，开始了尝试大字行书的创作，并且很快找
到痛快淋漓的感觉：他不再拘囿于传统的绳墨，而是化古铸今为我所用，渐渐形成俊朗豪放而不失法
度、雄劲爽利而不失典雅的个性风格；他甚至由形而草而隶、有书而歌而诗，进行着多维度跳跃式拓
展，并很快于拓展中找到了"真我"，为其崇高的书学理想积攒着力量、奠定了基础。
　　回顾培刚的成长道路，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们把这些经验总结出来，或许对后人会有所启
发。
实际上，在培刚身上，真正值得总结的经验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懈地追求"。
在具体做法上，表现为"明明不可为而为之"，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这种"明明不可为而为之"的做法，符合现代人积极探索的精神，很多科学发明都是在积极探索中实现
的。
希望培刚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以永不停息和积极探索的精神去实现自己更大的人
生目标。
　　培刚书法作品集即将付梓，信笔杂谈。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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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顾作者的成长道路，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们把这些经验总结出来，或许对后人会有所启
发。
实际上，在作者身上，真正值得总结的经验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懈地追求”。
在具体做法上，表现为“明明不可为而为之”，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这种“明明不可为而为之”的做法，符合现代人积极探索的精神，很多科学发明都是在积极探索中实
现的。
希望培刚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以永不停息和积极探索的精神去实现自己更大的
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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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培刚，自署养浩斋主，安徽阜阳人。
1967年出生。
大学本科，国家二级美术师。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安徽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安徽省青联常委、安徽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服务（培训）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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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卧室书橱里，有一本上海书店出版社印制的《何绍基书种竹日记》，内容为道光廿七年六月一日
至道光廿八年九月二十日，何绍基在京都国史馆供职期间写下的日记。
　　文士生涯，所能记写的不过就是观花赏月、吟诗作画、交友谈艺、日课大字以及家事悲欢之类的
琐屑事体，却真实摹现了那个时代文人的日常生活场景。
其时，何绍基年在四十九至五十岁之间，书名早闻播海内，而日记间随处可见的竞日热，写大字，汗
透、午间写大字多、竟日静，写大小字俱多等等记录，却让我们真切领略了一代碑学大师依然精进不
懈的求艺风采。
　　案牍劳形一日，回到家中，灯下闲览《种竹日记》，品味着颜体格调与北碑风韵交融的何氏行书
，想象前辈文人勤勉铸就的文采风流，因琐务缠身导致干涸的心田也渐次回复滋润，总忍不住提起笔
来，在文化建设领域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那是数年前在南郊一座宾馆参加某书家作品研讨会，因不堪盈耳溢美之语，我从会场溜出，折进
宾馆小卖部闲逛。
不想，竟与随后进来的培刚碰了个头——受邀前来捧场，不在会议室内激情充盈的说项，或聚精会神
地聆听，却跑来逛小店，于人情世故层次考量，未免失礼，相互自然有点尴尬。
到现在，我还记得培刚当时对我说的那句话：出来透个气，哈哈。
隔靴搔痒赞何益，人木三分骂亦精。
清人郑燮书写的这副对联，道理十分透彻，言不由衷的谀辞，不仅令人难耐，甚至足以让人窒息，透
气说虽属一时搪塞的无奈语，却极其熨帖、形象。
　　曾去广西北海度假，退潮之后，漫步银滩，见沙地上现出一个个小小黑洞，问海边人成因，他们
说，每个黑洞底下都有一只贝类动物，小洞，是它们透气的孔。
那天，宾馆大厅成了我俩透气的孔，各据一只沙发，一场只有两人参加的艺术漫谈轻松进行。
记得，培刚谈了王羲之的文，谈了苏东坡的画，谈了郭沫若的诗⋯⋯对古今书法大家学养丰赡、才出
多面叹赏不已。
就是从这次谈话中，我知道他也是何绍基的喜爱者，也爱读《种竹日记》，对何的文采风流十分景仰
。
　　又一次，同车外出参加笔会，见邻座的培刚手捧一本摊开的笔记簿，边想边写，吟诵有声，探头
一看，原来他在做诗。
征得同意，取来他的作品赏读，发现诗的题材甚广，记游者有之，送别者有之，摹景者有之，抒怀者
有之，咏史者有之，述今者有之⋯⋯平仄不暇细敲，尾韵却是必押的，按照诗歌分类，约略可以归入
古风吧。
　　承他相告，我得悉其学诗生涯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当时，习练书法已十余载的他，深切感
到学习古典诗歌的必要。
于是，《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王力的《诗词格律》，成了枕畔长阅读物；背诗、做诗，成了
学书生活有机篇章。
而且，一迷就是十多年，始终不渝。
　　四　　日前，和培刚谈天，发现他用来记载诗作的笔记簿又换了一本新的，随手取来，粗粗翻阅
，见识不少近作，可见他在文采风流养成之途上耗费的心力之多。
特别触动我心弦的，是其在笔记簿扉页工整书录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结尾写的那段话：《诗
》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励志之情溢于言表。
志向远大，取法弘博，步履扎实——可能，这是成就任何事业都不可或缺的环节吧。
　　展示培刚二十余载书法创作成果的集子快要出版了，作为朋友，特援笔记下对他在文化领域勤勉
求索的观感为贺，并祝其取得更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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