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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朋友对我说：‘写好钢笔字是对别人的尊重。’这是指个人而言，如果指群体，亿万同胞都学会正确使用
钢笔写字，那么，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提高效率、节省时间，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充满文明和光明，该是一
件多么有意义的大事啊！因此，洋为中用，研究如何用美国人发明的洋工具，来正确书写中国的方块汉字，也就成为
时代的使命，落到我们这代人的肩头上。”这是庞中华1980年出版的《谈谈学写钢笔字》里语重心长的一段话，自此，硬
笔书法学习的热潮来到了中国大地上。

60多岁的他，穿着十几年前的梅花牌运动裤，趿着有小动物图案的手织拖鞋，在北京右安门一间小学的教学楼4
层，跟我们绘声绘色地回顾他与时俱进的人生。

投稿12年，他每年都
自费到北京听消息

1946年，庞中华生于四川达县。8岁时，跟
伯父到重庆读书。少年庞中华喜欢航空模型，
14岁成了国家航空模型二级运动员。然而他
报考北航，不被允许，于是就去上了重庆地质专
科学校。

不能做模型，庞中华就琢磨写诗。“我读过
好多诗，李杜苏辛这就不用说了，普希金、莎士
比亚我都读过，我把他们融化成自己的骨肉来
写诗。”18岁，庞中华在《重庆日报》上发表诗歌
《华蓥山寄语》，学校开大会批判，说他有“资产
阶级名利思想”。“你看现在这些人都什么‘下半
身写作’，真是疯了，也没人管他们，我们当时正
儿八经地写作都不被允许。”

1966年，庞中华从重庆地质专科学校毕
业，分配到国家建材部 405地质队。因为喜欢
看历史书，被当成“三家
村代理人”。他跟着地
质队上北京，下湖北，去
湖南，最终到了河南，到
深山里四处找矿。这
时，他不声不响开始琢
磨，又要干点什么事，又
能不被批判。

于是，他就在深山
里，每天早上起来诵读
诗词、古文，上午找矿，
下午就在地质队的帐篷
里，趴在木箱做的桌子
上，写字、读书，有时候
练琴。他的书法，是从

“王羲之”、“颜真卿”那
学来的，“因为王羲之颜
真卿是不拿硬笔写字
的，我学习他们，像蜜蜂
采蜜一样，把他们酿成
蜜，就不是花了。”

1968年，庞中华写
出《谈谈学写钢笔字》的
初稿，每年向起码五六
家出版社投稿，除了一张铅印的退稿信，他没有
得到任何回应。就这样他投了 12年。1970年
到 1975年，庞中华每年都自费到北京听消息。
1979年，他得知文怀沙出狱，通过朋友找到文
怀沙，文怀沙对庞中华的激情颇为欣赏，向时任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江丰推荐了庞中华。“他们
提携了我，是我的伯乐。”

1980年，《谈谈学写钢笔字》由天津人民
美术出版社出版。序言由时任中国美术家协
会主席江丰口述、文怀沙执笔。第一版首印
20万册，两个月销完；仅在 1980年，此书销量
超过100万。

此后，庞中华的硬笔书法热潮持续蔓延，
重庆出版社出的一本字帖发行 2000多万册。
至今，庞中华的正版书数量超过 1.3亿册。他
一个月可以写一本字帖，每年出书几十种，往

往从以前的字库和作品中选出；总计出版了
300多种书，有字帖、教材、写字模具、诗集、散
文等，一年的发行量在400万到500万之间。

“第一本书出来后，收到好多信，一天
1000多封，都是用麻袋装。”他喜欢看那些信，
很多人认为他是老头子，从他 30多岁就开始
叫他老爷爷，每每引得他暗自好笑。写信的人
有在前线的士兵，也有监狱里的劳改犯人。信
太多了，学校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来回信。

1981年，河南大学请庞中华去演讲。“当
时我在深山里呆了 16年，快不会说话了，会
不会被轰下台呢？心里七上八下。”

于是他对着地质队的破墙壁，热情洋溢地
练习演讲：“亲爱的
同学们，年轻的朋
友们，硬笔书法的
热潮来到了中国大
地上！硬笔书法是
为年轻人而开创
的！”

庞中华开始到
处演讲，河南电视
台的编导洪志华提
议：“你这样讲多费
事啊，干脆上电视
讲！”洪志华让庞中
华先写个脚本，打
算6月1日录像，结
果庞中华等到快 7
月也没接到通知。
本该他的节目时
间，后来换成了另
外一个节目，叫“怎
样腌糖大蒜”。

1982 年，庞中
华去江苏演讲，江
苏人民广播电台总

编室主任董惠君跟他聊天，聊到河南电视台枪
毙庞的节目的事，他说：“让江苏电视台给你
拍！”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拍成了。这是他第
一次上电视。

1983年冬天，庞中华在河南林县收到中央
电视台寄来的信，请他去做节目。落款是“文
化与生活组”骆幼伟。“我很高兴，当年洪志华

说我要上中央电视台，没想到竟然兑现了！”
地质队政治部主任拿着公章跑到中央电

视台，说他不务正业。刚从广院毕业的骆幼伟
说：“《人民日报》不是报道他了吗？”把主任给
支走了。

中央电视台给庞中华拍了个十几分钟的
专题节目。节目播出，大山里的地质队员们指
着电视喊：“快看快看，庞中华上电视啦！”

第二年 3月，中央电视台通知庞中华拍讲
座，政治部主任则让他去太行山找矿。“那个讲
座影响就大了，一拍就是10讲啊。”为了争取拍
讲座，庞中华采取了“地下党的方式”。

信阳地区医院的主治大夫是庞中华的朋
友，3个主治大夫联合签名，证明庞中华身体
不好，需要休息。庞中华拿着证明去找主任
批了假，又写了封信，说：“尊敬的领导同志，
我因为有病到武汉养病来了，我希望病好了
再回去好好工作，我再也不搞硬笔书法了。”

信封写上地质队的住址，再套一个大信
封，寄给他武汉的姐姐，让她收到信后，把里面
的信封投进信箱。“邮戳是武汉的，再寄回来，
南辕北辙，我自己买了火车票到北京。拍了两
个月，是现在陈道明的太太杜宪主持的。拍好
了我也不吱声，回到地质队，说从武汉回来
了。”“有时候不撒谎也不行，不撒谎我们硬笔
书法都干不成了。”

1984年秋天，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庞中华
的讲座，这样一直播到了1989年。

1985年，庞中华正式辞去公职，在郑州开
办培训学校，“一下子轰动得不得了”。此时，
他经济状况改善，行动自由，“我一边演讲一边
写作，还去国外传播硬笔书法”。

此后，庞中华准备成立硬笔书法协会，
1988年申请，5年后得到批准。这表示“国家终
于承认你了”。

“‘与时俱进’这4个字说得太好了！当时
代产生硬笔的时候，我们就要用硬笔；当人家
要求我去演讲的时候，我就去研究我的演讲
艺术，去创造我的快乐教学法……”他颇为自
信，并不在意行业内对他的反面意见。“有的人
说我这不是书法，还有的甚至说我不会写字，
我也不生气，你说我不会写字，那 1.3亿人买
我的书，你不就是骂 1.3亿人都不懂书法嘛。
我相信庞中华临的这个帖，绝对是可以10年
20年这样传下去的。这是我的核心竞争力。”

现在庞中华依然办函授，但规模不如以
前大了，“这些年广告费涨了好多倍，我的学
费又不能太涨，都是学生。没办法，我们就跟
教育局合作。”庞中华的组织到各地培养硬笔
书法教育的师资力量，“每次都是成百上千
人”。他提到广东省教育厅，“发文规定中小
学生书法是必修课，但问题是没有老师。这
太简单了！我们深度合作。”他最近忙于跟教
育部的合作，通过建立教育部书法考级制度，
把硬笔书法全面推向中小学。这是“推动中
国书法的最好办法”。 据《南方人物周刊》

1980年，他的第一本书就卖了100多万册

为了去中央电视台拍讲座，他找大夫帮忙请病假

艾青曾为《庞中华诗抄》写序：“其实，作
者首先是一位诗人。”庞中华说：“我特别喜欢
写诗。”

还在上学时，“我女朋友是积极分子。我
给她写信，写得非常动情，她看的时候就感动
得哭，不感动的时候就批评我小资产阶级情
调。我受不了，就跟她吹了。其实我也非常
心酸，因为不是我不喜欢她，我们两个都有责
任，都是失败者。”1973年，28岁的庞中华勉
强跟一个 18岁的女孩子结了婚，算是完成

“人生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一年之后分居，
“那时代离婚就是道德败坏，我也拖了5年。”
他说。庞中华的第二次婚姻“算比较好了”，
直到 1985年开办学校，妻子及其家人的“疯
狂敛财”使他的婚姻再一次破灭。

现任太太“拯救”了庞中华，她“善良、豁
达”，“以前是河南歌舞剧院的独唱演员，现在
负责编辑我的书。我到外面演讲，我朗诵我
的诗，她给大家唱歌，时常引来掌声如雷。”

他一生的爱情，都与
诗情分不开

庞中华硬笔书法作品

庞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