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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不改，弦歌不绝。”新中国成立后，我市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他们之中有的成为国内知
名艺术家，甚至名扬海外。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
气。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我市
的文艺工作者是这样铭记的，也是这样做的。一直以来，辽源的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走
出辽源的，在各自领域均是骨干力量，成为辽源人的骄傲；生活工作在辽源的，则在辽源市文联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参与辽
源的文化建设，为家乡打造了一张又一张文化名片。

品辽源文化 读辽源名家（二）

——记辽源书法名家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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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跃武——

胸有大志锅炉工 今日辽源领艺人

李国志——

挥毫泼墨书正气 老夫聊发少年狂
李国志（以下称“李老”），号元石，1934年10月出

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中共党员。时任中共辽源市委
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
会会员、辽源市书法家协会和美术家协会顾问。曾任
吉林省老年书画研究会理事、辽源市老干部书画研究
会会长。

李老博学多才，在辽源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领导
干部、书画家。退休至今的20多年里，写书、作画、诗
词歌赋成了他的日常。尽管他的艺术造诣已经很高，
但他却始终谦逊低调，尽管腿脚偶有不适，但他却从
未停止学习的脚步。老年大学的课堂上，也时常出现
他的身影。

李老任辽源市老干部书画研究会会长的十年间，
带领全体成员，本着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

方针，积极开展书画活动，继承弘扬传统文化，为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贡献余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先后被全国和省老
年书画研究会授子“先进会员单位”称号，被中共辽源
市委宣传部授予“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李老的书法作品曾荣获2004年吉林省老年书画
研究会书画展获金奖；2009年，辽源市庆祝建国六十
周年书法美术摄影展获特别奖；2008年，书法作品被
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收藏；2012年，吉林省退休干部书
画展获一等奖。

2006年、2010年，被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和老干
部局授予“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1
年，被中共辽源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和辽源市人社
局授予“辽源市五好离退休干部”称号。

周仁赤——

百年磨一剑 亦书亦人生

杨忠华——

扬中华文化 书百味人生

万传龙——

传书艺陶情延寿 教写字助学成龙

娄跃武，1960年生人。辽源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吉林省公共文化专家库专家。
自幼喜爱书画，但求师无门。虽没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但他从来没有放弃成为一名书画家的理想。

1980 年，20 岁的娄跃武有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毛绢厂锅炉工。1983年，他迎来了一次调转工
作的机遇。于是，做了 2年半锅炉工之后，调至东辽
县吉剧团，如愿成为了一名负责舞台美术设计的美
工。因为工作上出色的表现和不寻常的艺术天分，
1991年，他又调至市群众艺术馆，成为了市群艺馆的
美术师，负责美术书法培训辅导和组织大型展览比赛
活动等工作。

常言说，一个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一份既是兴
趣爱好又是工作的职业。娄跃武拥有了，他每天做着
自己喜欢的工作，享受着工作给自己带来的小有成就
和满足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2012年，他升任市
群众艺术馆副馆长，成为了肩负全市群众书法、美术
培训、展览等重任的分管领导。年龄有了变化、职务
有了变化，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迷失自我，更没有忘记
曾经的那份初心，30年一如既往地全心投入工作，一
心为了辽源的书画事业努力着。

多年来，他参与组织每年的国家级、省级、市级书
画大赛大展和少儿书画大赛大展；每年的三节（元旦、
春节、元宵节）期间组织文化下乡送春联活动和全年

的多期公益培训。
因为不忘初心，所以德艺双馨。凭借个人的艺术

天赋和后天的不懈努力，现在，娄跃武早已是业界知名
专家。2017年，受省群众艺术馆邀请参加在松原举办
的送文化进基层活动；2018年，省艺术馆在白山举办
全省群文系统书法培训班，被聘请为讲师；2019年，其
书法作品被吉林省文化厅邀请参加日本国际艺术展。

今年5月，组织我市70余件少儿书画作品参加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花开吉林”全省少年儿童书画
大赛，我市有22件作品获奖。同时，市群众艺术馆获
优秀组织奖。

2018年以前，娄跃武任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
秘书长 15年，这期间，完成几十次省市级书法大赛、
大展。2018年，适逢全市文联下属各协会统一换届，
他实至名归地升任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每天奔走处理
艺术馆分管的全市书画相关工作和市书法家协会各
项工作。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为了庆祝这
一普天同庆的大喜事，6月初，他又牵头组织了历年
来参加人数最多（300余人）、作品数量最多（500余
件）、质量最高的一次书法临创作品展——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端午节”首届书法临创作品展。
6月7日，端午节当天，此次作品展在市博物馆正式展
出，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以及社会各界的一致
认可和好评。

周任赤，号一知、不言斋主。1949年生于东丰
县，与新中国同龄。时任中共辽源市委副秘书长、辽
源市政协副主席，辽源市政协书画院院长。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收藏与鉴定委员会副
主任。

周任赤自幼便崇拜会写“字”的人。每逢春节，他
都跟随父亲去求村中的“书法家”写春联。每次他都
目不转睛地盯着书者笔下代表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
方块汉字妙趣横生。中学时代开始随当地书法家徐
仁智、张诚朴、贾恩国等人学书，临习正、草经典碑
帖。九十年代初复以更加勤奋执著的精神迷于书法，
追魏晋，转唐宋，承明清，主线贯张旭、智永、孙过庭至
王铎，在集中临习草书的同时，不懈于正书、章草、隶
书的学习，并特别关注学习近当代名家的笔墨精神，
志在于临习中自然形成独特风格。其作品曾多次在
吉林省各类书展中入选、获奖，并被多种报刊选载。
2005年《兰亭》《书画典藏》等专业刊物先后为其开辟
专栏，刊发其多幅作品。

走进周任赤老师的家，一派书香扑面来。一体化
的客厅和书房，墙上挂的是字画，大小画缸里放的是
字画，角落里摞着一米多高的宣纸，大大的书写台上
还有墨渍未干的习作……70岁的周老师依然温文尔

雅，饱含深情的给记者讲述了他和新中国的共生共长
以及从书之路。

周老师告诉记者，写书亦如做人。两者都是一个
不断进步、不断探索的过程，是一条“百年磨一剑”活
到老学到老的漫长之路。因为，它饱含了中华民族伟
大的文化灵魂，所以，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文化瑰
宝。因此，轻易否定他人作品，也是书法界的大忌。
一个人只有学会敬重他人，检讨自我，才能进步，而学
书亦难矣。

下面便是周老师的一番心里话。“我在学书过程
中，得到了张诚朴、徐仁智、贾恩国、吴国明、潘守仁、
韩佑文、闫新民等诸位同道的多方影响和推助。尤其
徐仁智先生退笔成塚，独创‘徐体’。影响广泛深远，
师之者千百计。他们这些人在书法方面所取得的成
就我终生不可达。徐仁智先生虽非我叩拜之师，然难
得相识于初中在校读书之时，并是我学书激情和兴趣
的播火者。但我只觉‘徐书’佳，不知其源流，学而无
功而不得不改弦更张。最不该者对‘徐书’甞置不敬
言辞。今思之惭愧万分。轻言之是认识上的浅薄与
偏颇，重言之是人品道德的低下与缺失。背地品评同
道师友非成学者之所当为，以我所学所得本无置喙之
理之资。我之所惭当为后来者诫。”

万传龙，1973年 3月出生。师从篆刻书
法家闫新民野草，师草堂主人，结业于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高研班张华庆大书法工作
室。自幼习书，对软、硬笔书法均有一定造
诣。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书法
家协会会员；辽源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辽
源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九三学
社辽源书画院副院长。中国硬笔书法协会
理事；中国硬笔书法协会楷书专业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硬笔书法十大杰出
人物；吉林省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辽源市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软笔书法作
品：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邓石如
奖”全国书法作品展；获第五届全军书法展
二等奖；入展亚洲七地书法展；作品被韩国
碑林永久收藏，镌刻于韩国碑林。硬笔书
法作品：获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办的“中吉
大地杯”全国硬笔书法大赛一等奖；第一回
中国硬笔书法大展全国奖最高奖；第四回
中国硬笔书法大赛一等奖；第五回中国硬

笔书法大赛一等奖；获“首届中国硬笔书法
十大杰出人物”；“中吉大地杯”全国首届硬
笔书法正书大赛一等奖；“星力杯”第二届
硬笔书法大赛一等奖；全国首届硬笔书法
册页大展一等奖；全国第二届硬笔书法手
卷册页大展一等奖等。

今年 46岁的万传龙是我市知名的职业
书法家。40岁那年，他便以多个“金奖”和

“一等奖”而成为辽源市最年轻的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这一切，都源于万传龙受父
亲的影响，从小便对不同风格流派，万千笔
墨风情的产生艺术渴望。自 1989年，16岁
的万传龙正式涉足书法，并痴迷于线条与
墨色组合的艺术中，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991年入伍参军，但只要一有闲暇，他还是
会沉浸流连于笔情墨韵之中。后来，他又
报了中国书法函授大学，以增加自身的书
法理论修养。毕业后又师从辽源实力派书
法家、篆刻家阎新民（野草）先生。学习的
脚步从未停止，对书法的痴迷与日俱增。

直至今日，万传龙的主业是书法，副业是书
法，爱好是书法，乐趣还是书法……当一个
人只钟情于一件事，又怎能做不好？一页
页精美手卷和册页作品、一本本手抄线装
书，让人看了都会被他隽秀的书法和扎实
的功底所折服。目前，他已用三年时间，手
抄完成了《唐诗》《宋词》《元曲》《孝弟三百
千》《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道德经》
《金刚经》《古文观止十二卷》等国学经典。

万传龙在精研书艺追求卓越的同时，一
直致力于硬笔书法教学工作。自编教材和
讲义，对中小学生进行书法早期教育。从事
书法教育工作的 20多年来，他培养学生近
万人，其中，有很多学生在国家、省、市等各
层次的硬笔书法比赛中摘金夺银。

对于书法界年轻“书法家”的身份，面对
各界给予的鲜花和掌声以及出席各类活动
时“粉丝”追着合影、签名的热情，万传龙没
有自负，更没有迷失自我，直到今日，他仍一
步一个脚印地走好他艺术人生的每一步。

杨忠华（别署杨中华，由心斋主）。
1950年生人，时任辽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兼市总工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辽源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杨忠华自小学习“毛笔字”。中学时期
依“流体”入楷，正式临帖。上世纪九十年
代，再从临《兰亭序》入手，渐入书法门径，
继而接触王遂常草书，开始章草学习。在
遍临章草诸名帖基础上，研读汉代简牍草
书，摸得章草真脉，进而大幅长进。在章草
学习的基础上，对今草、大草学习似乎如鱼
得水。为丰富笔法，对其他书体也多有涉
猎，故使得笔法渐入佳境。

杨忠华在书法方面算是“大器晚成”。

虽自幼习书，但由于工作职务等原因，工作
期间并没有更多时间习书写字。直至退休
后没有了繁忙的公务，不用再为了工作而
操劳，他才重拾了几十年钟情的书法，开启
了闲情雅致的笔墨人生。看帖、临帖，研读
相关书籍，参加笔会、书展，以书会友及一
切与书法有关的事情，都是他日常活动的
一部分。常常因为自己的习作被人认可或
是入选书画展而开心得像个孩子，也常常
因为一个字反复写也没达到预期效果而与
自己较劲。在准备参加某个国家级书展创
作时，身边的家人和朋友都觉得已经很好
了，但他却感觉其中的一个字不够理想，进
而反复写了几十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他经常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而书法正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是传统文化，我们就要时刻怀着敬畏
之心来认真对待。写得好不好是一码事，
态度又是一码事。一个人的心境不同，写
出的字就不同。我们书的是中华文化、写
的是百味人生。”

近十年来，其作品多次入展国家、省、
市各级有影响的书画展。因在“吉林省公
务员临帖展”中获金奖，遂成为省书法家协
会会员。2013年，其作品入展“全国首届沈
延毅书法篆刻作品展”；2016年，其作品入
展“第八届中国书坛新人新作展”，遂成为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万传龙

杨忠华

李国志
娄跃武

周仁赤与外国
学生在兰河山庄共
话中国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