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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乌金入砚，煤海深处有清泉

说起乌海书法文化的起源，就不得不提到发生
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堪称乌海历史上开天辟地的

“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
20世纪 50年代末，作为我国“一五”期间的重点

建设项目之一，包钢需要就近解决能源及原材料问
题。1958年，伴随着包兰铁路的全线通车，党和国家
决定对黄河两岸的乌达煤田和桌子山煤田进行大开
发，以解决包钢、呼钢对煤炭的紧急需求。

是年末，从全国各地云集而来的数万建设者扎
根戈壁滩，白手起家，边建设边生产，在荒漠之中建
设起一座共和国的工业新城。

繁重的生产劳动让职工们渴望精神文化的给
养。在两大矿务局的推动下，各类文艺小组如雨后
春笋般成立起来，书法爱好小组就是其中之一。

老石旦矿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时，矿上
有很多外地来的知识青年能写一手好毛笔字，经常
给矿上写标语、公告等，工人们跟着他们学写大字，
没有笔就自制毛笔；墨汁少，就用煤面儿和水；没有
宣纸，就在旧报纸上反复练习……

尽管大伙儿从天南地北而来，有着不同的方言
和生活习惯，可书法却成了让他们精神归一的桥梁
与纽带。

转眼就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大批知识青
年扎根矿山和本土“煤二代”的成长，矿区文化活动
迎来了蓬勃的发展态势。当时，几乎所有的矿区都
成立了自己的文化艺术团队，矿工中以书法、绘画、
文学、摄影等见长的人才比比皆是。一大批自学成
才的矿区子弟成长为后来引领乌海书法艺术的中流
砥柱，例如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雷平、王厚孝、李力
增等。

曾任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的王厚孝就是原海勃湾
矿务局老石旦煤矿的一名矿工，受父辈的影响，他十
几岁时就喜欢上了书法，回忆当初习字的场景，至今
记忆犹新。“没有字帖，我们这些小青年儿就盯上了
别人手写的春联，白天看不够，晚上就去偷偷揭下
来，拿来临摹用，这种对联粘成的字帖，人人都有厚
厚的一大本。”王厚孝说。

与此同时，民间关于书法的交流活动也日渐增
多。盛行于各大企业的书法笔会就是其一。原乌达
矿务局五虎山煤矿的书法笔会就举办得尤为隆重。
每年的正月初八，全市书法界名人纷纷涌向五虎山
煤矿，市领导也会出席活动并参与创作和点评，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这个书法笔会都是书法爱好者最为
期盼的“节日”之一。

发展：
临池谈物，笔端星火可燎原

1985 年，一件在乌海书法发展历程中堪称里程
碑的事件在书法家李贺年、王小雷、王文斌、王宇虎、
曲萍等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发生。

这一年，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海勃湾矿区分校（后

更名为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乌海分校）正式成立，消息
一出，书法爱好者欢声雷动。

当时，长期的自我摸索已经让书法爱好者陷入
了创作和提高的瓶颈期，他们渴望有专业的老师来
指导，有更好的渠道和同行们进行交流。

李贺年回忆此事时记得，乌海分校是中国书画
函授大学在内蒙古开设的第一所分校，一开班就有
200 多人报名，发展到后来，一共报了 900 多人。当
时，办学经费非常紧张，李贺年和校长、各位副校长
自筹经费租用地下室做教室，每月一至两次的大课
学习，一开门就能涌进来两三百人。

当时，市面上的商业经济还不发达，饭馆极少，
再加上交通不便，学员们大多中午回不了家，于是便
自带干粮充饥。从乌达到海勃湾听课的陈玉彪就是
其中一位，为了省几元钱的餐费，他带着馒头和咸菜
当午饭，午休的时候，就一边啃馒头，一边在教室里
练字。

1985 年底，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乌海分校第一批
120名学员顺利毕业，此后的10余年间，又陆续培养
出 586 名毕业生。10 余年的连续办学，该校就像一
台播种机，把书法的种子播撒在乌海大地上。当时，
学校下设 24 个书法辅导站，分布在全市各厂矿，每
个辅导站都配备1到 2名书法骨干进行辅导。

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乌海分校的这些学员分布
在全市各个领域，春风化雨般向大众普及书法艺术，
支撑着乌海书法事业发展，真正让乌海书法事业走
向规范化。

1990 年 5月，由乌海市总工会、乌达矿务局工会
和海勃湾矿务局工会举办的乌海煤矿职工美术书法
摄影作品展走进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劳动人
民文化宫举行。《工人日报》《中国煤炭报》、北京电视
台、内蒙古电视台等诸多媒体进行了实况报道，这也
是乌海书法第一次走出内蒙古，走进首都，向外界展
示自己的万千气象。

当时已经90岁高龄的著名书法家柳倩先生在观
看展出后欣然提笔赋诗：“敢放吟怀歌故国，漫调彩
墨写煤山”。

1991 年，已经出版过一集的《乌海书法集》第二
卷再度问世。这部作品汇集了 83 名作者的书法作
品，大部分出自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乌海分校学员之
手，书法集刊印时，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亲自题
写了书名，并大声赞叹：“了不起，了不起！塞外竟有
这样一支书法群体！”

由书画函授点燃的星星之火终于形成燎原之
势，乌海的书法艺术开始向着纵深发展。1991年，乌
海书画院正式成立。从此，书法爱好者们有了专门
的艺术研究和创作机构；1992年，首届书代会隆重召
开，乌海市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书法爱好者有了规
范的社会组织。

在浓郁的群众性书法创作氛围中，1994 年 6月，
乌海市委、市政府因势而谋，作出了《乌海市人民政
府关于创建书法城的决定》，出台《乌海市创建书法
城总体规划》，组建书法城创建领导小组，成为全国
地级市中第一个提出创建书法城的城市。

从此时开始，由民间书艺发端、企业推动成长的
乌海书法，被正式纳入城市规划的范畴。乌海的书
法艺术，从此进入崭新天地。

提升：
大漠云章，书城建设层楼上

提出书法城建设规划后，从 1996 年开始，乌海
市加大对书法文化设施的投入，先后建成了领先全
国的书画院、书法碑廊等，围绕书画院形成的书画
市场，也在潜移默化中将书法元素融入城市的发展

血脉。
乌海书家也在业内逐渐崭露头角，从 1998 年开

始，乌海书家就经常与江苏、北京、天津、湖北、河南、
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同行进行书法交流，蓬勃发展
的书法事业成为最具特色的文化品牌。

书法 组 织 也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成 长 起 来 。 截 至
2007 年，我市就已经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20 人、
自治区书法家协会会员 121 人、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1400 人；涌现出了李贺年、陈国祥、周天甫、王文
斌、雷平、王厚孝、白占荣、肖海星、李玉芳、范海
波、康庭良、孙长青等一大批在国内、省内都极具影
响力的书法名家。

2007年，市委、市政府正式向中国文联和中国书
法家协会发出《乌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申请命名“书法
城”的函》，申请命名乌海为“中国书法城”。

然而，申请命名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书法城的
评审标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软实力，需要申创城市
有历代书法艺术积淀、在书法艺术发展历史中拥有
较大影响的事件；二是硬实力，要有专门的书法活动
和展览场馆、书法公园，书法协会机构、编制、人员、
办公场所都要具备，中小学校是否普遍开展书法教
育等。

乌海作为一座建市时间尚短的移民城市，显然
不具备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无处追寻是否有书
法名家在此生活，但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审核小组几
经调研后发现，当地书法普及程度和书家艺术水平
都非常之高，尤其是作为起源的矿区书法，更是成就
斐然。

专家们大受震撼，几经讨论后认为，乌海符合申
报“中国书法城”的条件和标准，决定命名乌海为首
个“中国书法城”。

2008 年 9 月 10 日，乌海正式被中国书法家协会
命名为“中国书法城”，乌海书法城建设站上了新的
起点。

至此，书法城建设也走上了快车道。
2009 年 4月，全市中小学全面开设书法课，并配

备免费的教材和专职书法老师，书法普及程度进一
步加强。

同年 9 月，市委、市政府作出进一步推进书法城
建设的决定，拿出真金白银，用于开展书法理论研
究、书法创作、书法人才培养、书法展览、书法对外交
流及“书法五进”等一系列书法普及活动。三区、街
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各行业、各领域普遍建立了书
法协会组织，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2011年，“中国硬笔书法名城”殊荣花落乌海；
2012年，“中国书法城·乌海”荣膺自治区十大宣

传文化品牌之一；是年 5 月，“中国书法城·乌海”城
市形象展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举行；

2013 年 8 月，“‘翰墨长河’中国书法城·乌海书
法美术摄影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2014 年 4月，由我市书法家倾情书写的“亲、诚、
惠、容”书法精品作为国礼，在“2014 中国——东盟
文化交流年”系列活动期间，由文化部(现更名为文
化和旅游部)赠送给东盟10国文化部部长；

2016 年，“书法五进”工作模式获评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2018 年 9 月，“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
术批评展”在我市圆满举办，被誉为中国当代书法发
展的风向标；

2020 年，又一个全国性的大型书法专业展览活
动——“中国书法·年展”正式长期落户乌海；

2024年，“艺韵北疆”全国名家书法小品邀请展、
中国书协刻字硬笔与综合材料委员会年会暨全国刻
字作品邀请展、内蒙古书法家协会七届三次理事会
先后在乌海举办……

从 2007 年至 2024 年，乌海共举办了 13 届黄河

明珠·中国乌海书法艺术节和 8 届书法产业博览会
等大型书法节庆活动。

现状：
黄河明珠，书道焕彩泽四方

如今，在乌海，书法文化已经成为城市转型的重
要特色文化支撑，走出了一条文化品牌效应与文化
惠民发展相结合的特色发展之路。

为保证书法城建设持续有序，我市将书法城建
设所需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设立专项奖励资
金，对书法理论、创作及书法城创建取得突出成就、
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注重规划与
合作，与中国书法家协会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并
着重人才培养战略，培养了一大批可以冲刺更高奖
项，拥有更强水平的骨干队伍；在群众中搭建起老中
青三代学书梯队；并培育了一大批有鉴赏能力的群
众队伍，市书法家协会下设老年、青年、女子书法家
分会，各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了学习书法
的组织和场所，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不一定人人都要成为书法家，但可以人人都
喜爱书法；不一定人人都要以书法为事业，但可以
人人都接受书法艺术熏陶”，被书界誉为独特的乌
海模式。

“书法靓市”工程也在持续推进，城市规划建设
中书法文化元素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书法文化与
多元文化融合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如本土创作的大
型音乐舞蹈诗画剧《大河书风》、广播剧《墨香之城》
等，都以书法作为表现主题，充分彰显了中国书法城
的翰墨风韵。

据统计，目前全市常年参加书法活动的人数达
到万人以上，市书法家协会已拥有会员 2000 多人，
其中自治区书法家协会会员 165 人、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 46 人；高层次书法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共有
兰亭奖获奖、提名和入选的书法家 10 人次，自治区
艺术最高奖萨日纳奖 7人次；入展全国书法展、书法
篆刻展等国家级展览的书法家 76 人次。书法家冯
印强摘得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一等奖，此为中国
书法艺术最高奖，填补了自治区该奖项的空白。另
外，还拥有获得国家级奖项的书法作品百余件、获得
省部级奖项作品600余件。

书法产业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书画联
展、奇石展览等已成为文化交流、商贸洽谈的载体和
平台，吸引着更多的人走进乌海、了解乌海、认识乌
海，在这里投资兴业、安居乐业。

书法文化也与旅游融合发展，2023 年成功举办
了“中国书法·年展”全国篆书隶书篆刻作品展暨第
十二届黄河明珠·乌海书法艺术节、第八届书法产业
博览会，期间引进并组织了“晏殊故里 进贤文笔”区
域品牌走进乌海专场推介会、“华夏笔都”文港交流
笔会等活动，构建了展、会、节一体化模式，融合了

“文、旅、商”多元业态。
本地书法作品也得到了市场化发展。借助融媒

体“乌海文传——翰墨阁”、设立各大书店书法文创
产品展销点，推动线上线下书画作品市场化销售和
拍卖，进一步促进乌海书法创作、展示和销售一体化
发展，不断将当地书法作品推向区内外，持续提升乌
海书法文化产品市场化水平。

岁月荏苒，初心如磐。
从“煤城”到“书城”，从乌金闪烁到墨韵飘香，乌

海的城市发展理念正在实现由资源型城市向文化型
城市的转变。墨韵书香正深刻改变着乌海的内在气
质，书法艺术已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激情与休闲之
举，而是真正融入城市的血脉，成为城市最厚重的文
化底色。

翰墨薪传金石志 气骨风流著华章
——中国书法城·乌海建设始末

本报记者韩建慧

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乌海包容四海，兼容八方。黄河文化、移民文化、书法文化在
这里风云际会，交织、沉淀出璀璨的现代文明。其中，书法文化尤为绚烂。从20世纪50年代
矿工书艺发端，到70年代末在群众中兴起习书热，再到90年代乌海作出建设书法城的决定，
乌海的书法文化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

九曲黄河跃锦鲤，满城尽是染毫人。从“乌金之海”到“风雅书城”，书法文化已经深深
融入乌海城市发展中，使乌海走出了一条以书法城建设为龙头、以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为
目标的特色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