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骅古稀老人贾宝军退休后才开始自己的“艺术人生”。学书法时，不会研
墨；学烙字，烫坏的葫芦不计其数；学篆刻，向别人“偷艺”……他说，自己只想

“玩”出生活之美——

“玩丁”
本报记者 张 丹 本报通讯员 刘淼淼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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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上午，刚刚吃过早
饭的贾宝军，一头钻进了自己的

“创作间”研究起篆刻。
贾宝军今年 70 岁，是黄骅

市政法系统的退休干部。
“玩丁老贾”是他给自己取

的“艺名”，“玩丁”是他的号，寓
意好玩的人，“老贾”是朋友们对
他的爱称。

从 10 年前开始，他自学书
法、烙字、篆刻，让自己的生活充
满追求的欢乐。

不会研墨的
“书法家”

贾宝军学书法，还得从 10
多年前说起。

2009 年，当时的黄骅正兴
起一股“十字绣”热。

贾宝军为了打发时间，就从
网上买了幅 2米长的牡丹十字
绣，一针一线地绣起来。

5个多月后，他把牡丹图绣
好，送给了老伴，算是感谢老伴
这么多年对家庭的付出。

绣完十字绣，贾宝军觉得自
己一个大男人，不能老绣十字
绣，他得干点自己喜欢的事。

因为年轻当兵时，了解过篆
书，自己也想学书法，贾宝军就
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学书法。

但在那之前，他连墨都没有
研过。

贾宝军开始练书法的时候，
总觉得越写毛笔越拉不开，但他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写好一幅字之后，他把自己
的作品拍给一位亲戚看。

这位亲戚在北京一所大学
从事美术教学工作。

亲戚说，临摹得不错，就是
墨用的不好。

贾宝军这才知道，是自己研
的墨太浓了，这也是毛笔越写越
拉不开的原因。

哭笑不得的贾宝军，在亲戚
的指点下，又上网搜索，才慢慢
摸索出了研墨之道。他笑称自己
是不会研墨的“书法家”。

用墨越来越讲究之后，贾宝
军的字开始写得越来越有模有
样了。

半年之后，黄骅市政法系统
开展书画比赛，他的作品得了三
等奖。

第二年，河北省政法系统又
开展书画比赛，他的作品又得了
个三等奖。

贾宝军把这当成一种鼓励，
有了这种鼓励，他的书法越练越
带劲，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用电烙铁烙字

自古书画是一家。虽然书法
入了门，但贾宝军有个遗憾，就
是他不会画画。

学书法的这些年，他了解到
了烙画，于是又开始上网搜索研
究起来。

贾宝军通过网络了解到，如
今虽然有完整的烙画，但少有人
把一幅完整的字烙在纸上。

这引起了贾宝军的兴趣，他
要在练书法的同时，研究烙字。

当时已经年近 70 岁的他，
天真地跑到五金店买了一把电
烙铁，在葫芦上尝试烙字。

但电烙铁的温度实在是太
高了，只要稍微往葫芦上一烫，
葫芦就会出现一个窟窿，偶尔能
烙出个字，也是烫糊的。

贾宝军又自己琢磨着，在砂
轮上把电烙铁磨尖了往葫芦上
烙，可还是不行，要么一烫就糊，
要么一烫就出窟窿。

那段时间，贾宝军没少听老
伴唠叨，几十个好好的葫芦，都
被他烫毁了。

睡不着觉的时候，贾宝军就
琢磨，有没有一种专业的烙字工
具。

他上网一搜，还真有。那一
刻，贾宝军兴奋得像个孩子，他
立刻从网上花几十元钱，买了把
专业电烙笔。

有了得心应手的工具，贾宝
军开始一遍遍地练自己的手法，
终于他能在葫芦上烙字了。

在葫芦上烙字，只是一种尝
试，真正的烙字要烙在宣纸上。

贾宝军拿着电烙笔开始在
宣纸上烙字，可没想到，电烙笔
一碰宣纸，很容易把宣纸点着。

他就尝试着把几张宣纸叠
放在一块再烙字，可还是不行。

那段时间，他烫坏的宣纸不
计其数。

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他
被这个问题困扰得天天睡不着
觉，一躺到枕头上就琢磨。

后来他想到，把宣纸贴到空
白的纸轴上，也许会解决被烫坏
的问题。没想到他一尝试，竟然
成了。

困扰了贾宝军很长时间的
问题终于解决了。

正好朋友送了他一把扇面，
掌握了烙字技巧的贾宝军，把李
白的一首《将进酒》烙在了扇面
上。

捡鹅卵石练篆刻

从那之后，贾宝军写出的作

品越来越多，烙出的作品也越来
越多。

先写，再烙，他又想到了篆
刻。

石头、玛瑙、铜棒……只要
是能找到的材料，贾宝军都想和
书法创作结合起来。

说起为什么痴迷篆刻，他
说，这和书法密不可分。

前几年，贾宝军的女儿送给
他一套篆刻的工具。那时候贾宝
军觉得篆刻难度太大，就放下
了。

疫情期间，待在家里的贾宝
军想起了这套篆刻工具。他决定
再挑战一下篆刻。

因为学篆刻没有门路，贾宝
军想到了街上刻章店的一位篆
刻师傅。他到店里跟人家闲聊，
但又不好意思问篆刻知识，他怕
问了人家也不会告诉他。

正和师傅聊得尴尬时，刻章
师傅的爱人买菜回来了。贾宝军
趁机开口问篆刻的诀窍，刻章师
傅随口说了个“磨针”。

听到这俩字，贾宝军如获至
宝，赶紧跑回家，上网搜了起来。

贾宝军在网上搜到了一种
工具叫“电刻笔”，他又买回了
家。

为了不浪费石材，贾宝军在
马路边捡了些鹅卵石，用电刻笔
和刻刀在石头上练。

不断的练习之下，贾宝军
发现，金玉良石，方寸之间，以
刀代笔，以刻代墨，要想尽显文
字之劲秀，就要选取合适的工
具。

刻章的原材料硬度不一样，
用的工具也就不一样：像石头就
得用刻刀，更硬一些的石材就得
用电刻笔。

如今，贾宝军可以在随手可
得的材料上任意篆刻了。

他也给自己刻了个章，取名
“玩丁”。

乐在“书法、
烙字、篆刻”间

每一天，贾宝军都很充实忙
碌，忙着玩，也忙着学。

他练字时注意书法技巧，烙
字时他得费尽心思琢磨一幅字
的分布和格局，刻字时他又得研
究怎么在方寸之间刻出字体的
美。

10年时间，他都把时间“浪
费”在了这些上面。他觉得自己
做的这些都是一种乐趣，他乐在
其中。

看着贾宝军的书法作品，很
难有人想到，其实他只有小学文
化程度。

贾宝军说，他喜欢中国各个
时代的汉字。就连 500 多页的

《中华汉语大辞典》，他也逐字逐
句，看了两遍。如今，他提笔时脑
中闪过的都是每一个汉字的含
义。

在贾宝军看来，“文以载
道，诗以言志，歌以咏怀”，看懂
了字，就能明白当时的背景，加
深对它的理解，犹如与古人对
话，与诗人同悲共喜，写出的字
也会别有一番神韵。

不管是挥毫泼墨，还是电
笔烙烫，亦或是刻刀篆刻，贾
宝军用自己的热爱，感悟书法
之美、汉字文化之美、艺术之
美。

乐在其中的他，也让自己的
退休生活丰富多彩。

贾宝军贾宝军““玩玩””出生活之美出生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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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生产，现河北冀美林泡塑制品有限公司招聘以下职位：

公司有食堂宿舍，地理位置优越，待遇优厚，每月都有福利待遇，工作优秀者可升职加薪。地理位置：河北省沧州市张官屯工业园区 电话：15720487345（微信同步）

•车间维修工、电工各两名，操作工数名：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有专业技术补贴，月薪5000－8000元。
•办公室文员及会计数名，要求年满18周岁，熟悉办公软件，每月四天公休，月薪3000－6000元。
•带车司机数名：4.2米的平板货车或加长油三轮，工资10000－30000元。•门卫两名：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适应夜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