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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房弘毅先生是一位书人，这是我的说法，书法界有没有这样的称谓，我不知道。
我这样说，意在表达一种敬意。
或者，换种亲昵的说法，房弘毅先生是位书痴。
之所以这样来指示他，至少有好几层的意思。
　　知道房弘毅这个名字的人，都知道他是位书法家，而且是位造诣精深的欧体楷书书法家。
房先生钟情于书法，怕是有数十年了罢，当代习书之人，在楷书方面，也怕是少有能与之比肩者。
而在欧体方面，称之为执牛耳者当不会有阿谀之嫌——自然，不完全赞同我的意见也对，慎称第一是
国人美德。
据许多年前曾见房先生习字的朋友说，家中习过字的纸堆积如山，其用功之勤、用力之深罕有匹者。
如今见其楷书，入欧出欧，华丽，秀美，精湛，唯赞叹而已。
当今书者，售字已非难堪事。
据说，房先生平常一幅字，在东瀛已数万元。
　　房弘毅先生又是一位孜孜石乞石乞致力于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推广的传播者。
他不满足于自己的字写得好，自我受用。
他深感于中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也深忧于传统艺术在年轻一代中难以为继，近十年来
，他编著出版了近40种书法图书，以方便学书者学习。
他的书法书，既有用中国成语写成的描红册，也有历代散文名篇，以及历代书法名家书论，都是用他
精湛的楷书写就的。
　　说房先生是位书人，还因为他只要与书法有关的物事无一不入他的法眼。
或者说，与书法有关的，立即就能吸引住他，去探究一番。
其他的，很难勾起他的兴趣。
如果说书法是一个染缸，他就是在这个染缸里充分浸泡过的一个人。
见着他，仿佛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书法的气息。
看看他的《东京书法生活》就知道，二十多年的东瀛生活，出入于坊间街肆，他只注意到汉字、书法
，以及相关的。
大至流传到日本的中国书家的碑帖，小到印规、印褥。
行之所及，目之所接，心之所思，全是这些。
看到好的，在中国已失传的，想着法子也要介绍到国内来。
你说痴也不痴？
　　自然，就有了这本《东京书法生活》。
文字的简练、从容不用说，重要的是，从这里你能切切实实地了解到日本的书法世界，以及日本书法
与本土的异同。
有些定能让你感到讶异的地方，不是他写得另类，而是那些事恐怕闻所未闻，正能让读者长见识。
　　据说在国内曾举办过中日韩当代书法展，观展后竟让许多的人感慨，甚至有人说得有些极端：当
代书法在日韩而不在中国。
实际情况怎样，中国书法界一定有自己的说法。
但下述现象却应是可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国人隔膜近半个世纪，骤然捡起来，登其堂奥，入其精髓
，不容易。
不光是书法。
此其一。
其二，书法刚刚热络起来，就开始提倡现代书法，要创新，成一门独立艺术，其他补课的事却鲜有重
视。
其三，有人习字有了一些时日，技法似乎也有所领悟，有了书法家的头衔，于是最关心的是字的价码
，而字怎么看就有些心急火燎，难得从字里面看见学识、阅历、境界等等字外的功夫。
　　我是一个行外人，充其量是个习字者，以此调剂业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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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房先生谬爱，让我来为这样一本谈书法的书写序，真的是勉为其难，盛情之下，只好露怯了。
　　查振科　　2011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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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可能是出于本能，也许是职业病，搞书法的人对于汉字会特别注意。
看字的角度也与常人不同。
通常人们只注意汉字的内容，书法家就会考虑字的合理与美观。
看到店招、匾额和说明牌等，还会想到字与字之间的大小、间距以及粗细是否合谐等等。
尤其看到书法牌匾，更会眼中看、心中想，希望从中看出书者的功力、文化修养，甚至是性格。
　　看看房弘毅先生的这本《东京书法生活：我的纸上博客》就知道，二十多年的东瀛生活，出入于
坊间街肆，他只注意到汉字、书法，以及相关的。
　　这本《东京书法生活：我的纸上博客》文字的简练、从容不用说，重要的是，从这里你能切切实
实地了解到日本的书法世界，以及日本书法与本土的异同。
有些定能让你感到讶异的地方，不是他写得另类，而是那些事恐怕闻所未闻，正能让读者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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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在东洋识汉字捡漏青花书法名瓷文房四宝店石碑物语欧阳询对日本的重要影响中国伟人与日本料理
明治神宫的“万人书法展”档案馆意外得宝欧阳询真经现身东京三处访名碑内山书店的鲁迅书法咸亨
酒店与孔乙己奇隆“堂”字说移位从清雅堂到《兰亭序》东京的书法展馆封筒与信封日文对书法的贡
献——第六体定础与奠基我的文房家什德大寺的鬼字帖论书法说传承后记附：房弘毅已出版书法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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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谢谢——感谢之心　　对不起——反省之心　　多亏了您——谦虚之心　　让我来做——奉献之
心　　是的——率直之心　　仅从表面上看，这些似乎相当于中国服务业提倡的文明礼貌用语，但可
以看出这是做人自律的座右铭。
这样的水杯每天用，每天摸，每天看，潜移默化，是时刻对人的提醒与鞭策。
我将此杯拍完照片后，即被一个朋友索去，说要放在办公室的桌上用做笔筒，以便每天看得见。
　　我在百元店还买到了“弹子之道”杯和“鱼”字杯。
　　日本的电子游戏厅十分发达，无论男女老幼均钟情于斯。
许多高科技运用于各种游戏机，对消费者极具吸引力。
一般初人者要有几次实践才能摸清一种游戏机的玩法。
众多游戏机中有一种是弹子机，玩者要将铁弹子投入其中，可以中奖。
这种弹子机在世界游戏机领域是十分普遍的，香港、台湾均有。
十多年前北京亚运村的康乐宫也有过。
与其他游戏机不同的是，弹子机不在普通游戏厅，而是有独立的弹子机房。
弹子机房规模十分庞大，成了一个独立的娱乐行业。
许多人长年沉溺于弹子机房中，乐此不疲。
久之，打弹子，成了一种游戏文化，我发现的“弹子之道”杯就是一个例证。
　　大家看到的这些字，都是打弹子的吉祥字。
日本人将打弹子者的心情、愿望造成一个个吉祥字。
比如多中奖、手气壮等。
所有这些字都是由“玉”字与一到两个上下排列的汉字组合而成的一个左右结构的新汉字。
这种字，只有意义而无读音，因此在各种字典中是查不到的。
左边的“玉”，表示球、蛋之类的东西，代表弹子机的弹子。
玉字右侧上的一个或两个字，才是人们要表达的具体意思。
为了一种事物而衍生出一种文字，其实这在中国早巳有之，都是有意义无读音的民间吉祥文字，以这
种形式来表达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
中国的这类文字多由四字组成一个字，这种组合比“弹子之道”的吉祥字更为巧妙，比如“招财进宝
”，“宝”字与“财”字共用一个“贝”字，让人有欣赏的余地。
“黄金万两”则更是高度概括。
当然，这种文字的创编并不考虑汉字成因的“六书”原则，因此书写时要十分小心，否则是很难将各
个部分安排和谐的。
我曾应邀书写过“招财进宝”，将其写好，确实不易。
　　如果说“弹子之道”的文字是一种为了满足精神需求而编造的没有读音的伪文字，鱼文字却是实
实在在的有义有音的真实汉字。
它们均以鱼字为左侧或下方的偏旁部首，与右侧或上边的字组合而成，在该字旁边有日文假名标注的
读音。
这类字多数为一种鱼的名称，如鲤、鲸、鲢、鳗等等。
而且这种鱼文字在日本的数量十分庞大。
　　从逻辑上讲，每种鱼必然有相应的名称。
海洋中一共有多少种鱼？
据说在万种以上。
如此说来，带鱼字旁的字可就数不过来了。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鱼旁的字有130个左右，我买的鱼字杯上的一些字，在其中是查
不到的，如左侧是鱼旁，右侧是“针、弱、虎、冬、少、未、莱、宝、花”等等。
这些字应该是与海洋有紧密联系的日本民族，在多年与鱼及各种海产品打交道中创造的吧。
　　2009年，为了编书，我写了一个字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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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将《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字全部写了一遍。
我在书写过程中发现，鱼系列的字，多将鱼字放在字的左侧作偏旁。
个别的将鱼放在字的下部（如“鲨、觜”等）。
唯独没有将鱼字放在字的上部的，只有“鲁”字是鱼字在上，而鲁字并没有鱼的任何意义，真是奇怪
。
　　关注多，收获一定不少。
一次，我又在一对老夫妇开的瓷器店买到了一个亦书亦画之杯。
上书：“饮酒十德。
”此杯让我感触良多。
我有许多饮酒的朋友，深深了解酒人酒后之德行。
三杯酒下肚，缺点就会无限放大，骂人者、吹牛者、睡觉者、煲电话粥者，千姿百态，其中不乏因酒
自毁形象，甚至断送前程之人。
这些人往往在第二天酒醒后，对昨日之行为深深后晦，惭隗无比。
见了昨日同席均以一句“酒后无德”开脱自己。
艺术家爱饮酒者古来有之：“李白斗酒诗百篇”，既是赞美诗仙之风雅，也是贬损其才华来自酒精。
如果认真论起来，这也是一句酒话，斗酒就能诗百篇，那么至今留传下来的李白诗不过一千多首，难
不成这是十斗酒的作用了？
书法家中的饮酒者，也有老祖宗。
相传草圣张旭酒兴一起，遂将所蓄之长发散开，以身为笔，以发为毫，蘸墨头书，神灵具现。
恐怕至今再无第二人能为。
但人们对饮酒之人的印象多是酒鬼，这基本上是缺少饮酒的纪律——酒德的结果。
眼下这“饮酒十德”无疑是饮酒人的“约法十章”，看来真要好好研究一下日本的酒文化了。
然而，待回家译成中文一看，这哪里是约束酒人饮酒的十德，准确说是饮酒的十大益处，是酒人饮酒
的十大理论根据。
应为“十得”才对。
现抄录于下，奇文共欣赏。
　　饮酒十德：促进礼仪，去除疲劳、解愁忘忧、排除郁闷、转换心情、解痛祛病、清热排毒、与人
亲近、易结人缘、延年益寿。
　　其文之下，还有一“酒仙聚饮图”：一群酒人手举酒瓶开怀畅饮，其乐融融，让人忍俊不禁。
正是：　　饮酒纪律何须有，传承文化亦成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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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房弘毅先生是一位书人，是位书痴。
而且是位造诣精深的欧体楷书书法家。
房弘毅先生又是一位孜孜石乞石乞致力于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推广的传播者。
　　看看他的这本《东京书法生活：我的纸上博客》就知道，二十多年的东瀛生活，出入于坊间街肆
，他只注意到汉字、书法，以及相关的。
大至流传到日本的中国书家的碑帖，小到印规、印褥。
行之所及，目之所接，心之所思，全是这些。
看到好的，在中国已失传的，想着法子也要介绍到国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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