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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中的发烧友
如果把书法当作26年坚持不变的习惯，你也能成为“大家”。从练习书法，到学习古

汉字，阅读古籍，研读宋史，撰写文章，各地讲学，吴启雷从故纸堆中挖掘出源源不尽的宝

藏，让其早已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
文 l 冷梅     图 l 受访者提供

吴启雷的起点比很多人高出一筹。父亲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伯父吴露善是

上海书法家协会的成员。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下，熏陶不出一个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很难。

自幼练习书法，已经成了多年生活场景里挥之不去的一幕。掐指一算，从5岁开

始，人生就这样在笔墨纸砚之中飞转流过了26年。

 书法，是起点，亦是万物之源。

“必须先理解文字，才能看得懂古籍和史料。”

在撰写《江山北望：岳飞和岳家军》时，吴启雷就发现了浸染的“浸”字更多的用

意。“现在，浸意指没在水里，可当时还有渐渐地意思。”这一层含义，在如今的现代

汉语很难看到，为了求证这个字的意思，他多方求教，最终证实，在宋代或者宋代之

前，浸都有渐渐地含义。

对他而言，书法已经不单单是写字，他从写字入手，去研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书

法背后的时代背景，进而对历史，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对于中国古代汉字的理解，吴启雷有着自己的认识。从今天的角度看，书法就是繁

体字，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它不是简单的繁体字，在古代，它还包括了俗体字、异体字等

等，官方的文字，为正体字，民间流传使用的文字则为俗体字。

 “它是大众实用的普及化和艺术审美精英化相结合的东西。汉字在当年，一是

在普通大众里作为日常用语普遍存在，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历代的书法家，都是达官贵

人，出身显贵。不论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还是米芾，赵孟頫、董其昌，均是文人贤

达。考取功名，就必须练得一手好字。”

从汉字玩出来的“专家”
保持旺盛的求知欲，或许是他在汉字中钻研的最终乐趣所在。

古文字是如何演变发展？为何隶书字扁，楷书偏方？在钻研的过程中，吴启雷发

现，很多课本上所教的东西往往是有误区的。他发现，学校惯常教给学生们的是：甲骨

文是最早的古代文字，其实严格说来，它是现今考古发现而证实的中国人最早使用的

成熟汉字。甲骨文是直接刻在龟甲兽骨之上，其实不然。吴启雷查阅古籍后发现，它是

先用毛笔在龟甲兽骨上书写，然后再根据书写刻在上头的。换言之，早在商代，就已经

广泛使用了毛笔。

在翻阅史料典籍的过程中，一些新发现也让他越来越走向“专长”。

追溯汉字演变之起源，吴启雷说，它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的从无到有的

过程，“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即“汉字七体”，经过六千多年的变化，逐渐演进发

展。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小篆，到隶书，其实，实际发展的顺序相当复杂，甚至

有并存的阶段。秦统一六国后，小篆成为通行全国的正体字，但隶书在民间流传，即为

当时的俗体字，教科书上普遍认为隶书是在汉代以后才通行的文字，实际它在秦代就

在民间市场有广泛应用，成为民间的俗体字，直到汉代才统一成为正体字。所以说，从

汉字发展的通常规律来看，一定是俗体字冲击正体字，字体笔划上也是从繁到简的过

程。像爱的繁体字“愛”，梦的繁体字“夢”，在唐代民间已经广泛使用简化字了。

古汉字发烧友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他也难掩内心的失落。这个时代文字书写的环境正在代代消弭。

吴启雷说，今天，书法绘画的审美已经很少提及，人们对汉字的认同感以及汉字本

身的吸引力正在降低。对大多数人，甚至学校教育来说，都觉得练得一手好字已经没那

么重要了。可是，在古代，字是人的脸面，就连高俅、蔡京这样的奸臣也写得一手好字。

“书法对古代人而言是当时人的一种价值观，而现在对汉字书法的审美已经沦

丧。一些观念认为，练书法和时间矛盾对立，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我年长的教师，都比较

重视书法教育，会写毛笔字，这是基本功；但是，现在的很多青年教师自己都不会写字

了。”出于某种责任感，“专家”已不满足于只是在自己小我的世界里闷声研究，也不满

足于只是在自己学校里的三尺讲台上开讲。

于是，他开始到处做讲座，博物馆的，研究院的，全国教师培训班上，艺术沙龙

里，很忙，但是一切都是免费的。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将自己的知识储备贡献出来。作为

老师，他享受这个可以把更多知识带到讲堂，分享给许多人的乐趣。它成了实现个人价

值的媒介。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研究文史，研究古汉字是一件漫长枯燥的事情，但是连续几

十年坚持下来之后，你就会克服枯燥，甚至学会从枯燥中取乐。吴启雷把它称作“故纸

堆当中的游戏”，在他看来，在这些故纸堆中，有发掘不尽的知识宝藏。

吴启雷说，它的魅力，包括它的工具性，当你研究其他文史，古文字学是基础性学

科，只有熟谙于文字，才能借助研读文字，旁及其他知识。在翻阅大量史料记载中，他才

能从各种工具史料里获得更多宋史、岳飞时期的历史背景。

吴启雷

传统文化研究学者

书画鉴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