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宪 梅

张宪梅(1960 年－)，又名羡梅，女，广西合浦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

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妇女书法家协会会员，珠海市岭南书画院特聘副院长，珠海市政

协书画院理事，民进珠海开明画院副院长。曾任珠海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珠海市印社

副社长。珠海市第六届政协委员，珠海市第四届文联委员。

作品入选“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妇女书法篆刻作品展”，“第三次中日妇女

书法交流展”，“中国当代百家妇女书法展”，“第一、二、三、四、五、八届全国刻字艺术

作品展”，“中国当代刻字名家精品陈列展”，“全国第一、二届现代刻字艺术名家作品邀请

展”，“第二届国际刻字艺术大展赛”，“第一、二、三、六、八、九、十一届国际刻字作品

交流展”，“中日刻字名家邀请展”，并分别在“第二、五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中荣获

全国最高奖。在首届“杏花村杯”全国电视书法大赛中荣获铜奖。

是中国现代刻字史上第一位女获奖者，在庆祝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研究会成立二十周

年庆典上，被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研究会授予“中国现代刻字艺术优秀

工作者”称号。在珠海市首届文学艺术“渔女奖”中，荣获书法类一等奖。

2018 年 7 月，应瑞士日内瓦古典音乐节主委会邀请，作为音乐会的中国文化元素，赴

日内瓦成功地举办了个人书画展。张宪梅还曾多次在珠海、中山、北海举办个人书法刻字

艺术展览。

著有《张宪梅书法刻字作品集 1、2》二册。相关作品多次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

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展出，还有作为珠海市对外文化交流访问礼

品赠送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应邀为广东国际会议中心珠海厅创作

多件刻字作品。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收藏。



梅 花 香 自 苦 寒 来

自幼习书法

北部湾畔的合浦县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汉代置为“合浦郡”，自古以来以盛产珍珠而

驰名中外，人称“南珠之乡”，“合浦还珠”的故事便发生在这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那

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宋代大文学家大书法家苏东坡曾“量移”（等候分配的意思）到

此，盘桓两个月。合浦县城中有条美丽的河流叫“西门江”，享有盛名的“东坡亭”和“海

角亭”就座落在西门江畔。

张宪梅就出生在这座古老而又山清水美的文化名城，也许是这种美好的自然环境和历

史文化氛围使她自幼就秉赋了某种难得的“灵气”。从小学到高中，张宪梅都很喜欢书法，

老师一次次的表扬，学校一届届的比赛，奖项一个个的获取，都使她一步步沉浸在学习书

法的快乐之中，她就这样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在当时，张宪梅对书法仅是出于一种爱好和兴趣，什么叫“书法”？“书法艺术”

的含意是什么？对张宪梅来说仍是一片模糊。就在此时，张宪梅遇上了启蒙老师韩焱周老

师，在韩老师的指导下，张宪梅初学晋唐名家，后以二王为范，渐渐地，她由开始对书法

的浓厚兴趣，变成了对书法艺术的潜心苦求，以至欲罢不能。

1985 年，张宪梅参加合浦县举办的春联书法作品展并获奖，首次的获奖，对于尚在艺

术之门徘徊的张宪梅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更激发了她学习书法艺术的欲望。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宪梅得知无锡首届书法艺专函授招生，便马上报名参加学

习，系统地学习书法知识，遍临各种名家碑帖，楷、行、草、隶、篆皆有涉猎，收获不少。

张宪梅的作品参加了“广西百花书法篆刻展”并获奖，她个人也于 1992 年分别在广西南

宁市、北海市、合浦县举办了个人书法刻字作品展。

到珠海工作

1990 年，张宪梅从广西合浦县调入广东省珠海市博物馆工作。为了进一步提高艺术修

养和艺术水平，张宪梅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毅然报考了首都师范大学书法大专班。系统

的学习，名师的指导，同行间的切磋，使她开阔了眼界，在书法理论及创作技法上均有不

同程度的提高，张宪梅一步步叩开了书法艺术殿堂的大门。

张宪梅在初学书法时，主要是临写各家名帖，这当中特别吸引她的是王献之的《洛神

赋》十三行。王字结构端劲，清朗多姿，骨肉匀称，严整秀丽，其用笔得法而飘逸，锋颖

纵放而有度，每日坚持临写，让她受益匪浅。在学习中，她深深感到，学习楷书不但能打

好书法的基本功，而且还能在严谨的练习中磨炼意志，增强习字的恒心和毅力，她甚至从

楷书的学习中悟出了一种人格的魅力。

有了楷书扎实的基本功后，再学习其他书体就容易领会了。紧接着，行书的流动美、



草书的飘逸美又深深地吸引了张宪梅，特别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蜀素帖》使她爱不释

手。米芾用笔千变万化，牵丝细挺，转折分明，法度谨严。其草书雄健豪放，清逸洒脱，

其特别的结体和潇洒的用笔，以及随意翻腾、天趣空灵的意境都给张宪梅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张宪梅一头扎了进去，潜心苦学了相当一段时期。通过学习诸家法帖，博采众家之长，

加上不断探索，苦苦追求，当张宪梅将所学的理论和技巧用于创作时，惊喜地发现，自己

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居然可以尽情地挥洒在笔墨之中了。对书法艺术继续进行孜孜不

倦的学习和探索，张宪梅所创作的作品逐渐形成“刚柔相济，娟丽俊秀，潇洒清逸”的艺

术风格。

近年来，张宪梅作品参加了“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妇女书法篆刻作品展”、

“第三次中日妇女书法交流展”、“中国当代百家妇女书法展”、“第一、二、三、四届全国

刻字艺术作品展”、“第一、二、三、六届国际刻字作品交流展”、“第一、二届全国现代刻

字名家作品邀请展”、“中日刻字名家邀请展”、“全国文博界书法篆刻艺术展”、“广东省妇

女书法作品展”、“广东省篆刻刻字作品展”。

张宪梅还分别在“全国首届现代刻字名家作品邀请展”、“第二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

“全国首届青年钢笔书法竞赛活动”中获奖。张宪梅是我国现代刻字艺术史上第一位女获

奖者，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获奖女性。她的作品多次在《书法》《刻字艺术》《书与画》

《书法报》《书法导报》《珠海特区报》等报刊上发表。并多次在美国、日本、韩国、新加

坡、香港、澳门展出。有的作品作为珠海市对外文化、经济交流访问礼品赠送美国、德国、

西班牙、日本、澳大利亚、葡萄牙、澳门。

张宪梅的个人传略还被编入《世界名人录》《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历代

书法家人名大辞典》《中国二十世纪名人刻字大观》等书中。1997 年张宪梅加入了中国书

法家协会。这一步步的成功，有如小河汇入大海，让张宪梅的书法生涯融入了永不干涸的

艺术海洋。

进入刻字世界

在苦心钻研书法数年后，书友们的刻字作品又一次吸引了张宪梅，于是，她对现代刻

字艺术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在对不同作品的鉴赏中，张宪梅发现，现代刻字艺术不同于古代的刻碑刻匾的传统刻

字，它是一种书艺家书写后的再度创造，以抒发个人性灵为目的，且非常注重刻字本身的

艺术表现力。可以说，现代刻字艺术是融书法、雕刻、工艺美术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门类，

因而具有立体的艺术美感。对刻字艺术的欣赏品评要从书法美、刀法美、材质美、色彩美、

意境美等方面去欣赏鉴评，这就要求作者要具有较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多方面的艺术素养。



为了创作出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张宪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刻字作品的创作。在刻

字创作中，张宪梅常常进入一种精益求精的境界，每件作品的创作都要经过认真的思考，

精心的设计，细心的琢磨，以及多种构想的反复比较、筛选。

在作品载体材质的选择上，作品内容与色彩的协调中，张宪梅都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如她的作品“竹刻唐诗”虽为阴刻，但其刀法以自然随意为主，线条爽利劲健，雄强峭丽，

与“见笔不见刀”的传统竹刻形成鲜明的反差，色彩以赫为底色，字为浅石绿，映衬之下，

清新爽目，给人以古色古香，质朴浑厚的美感，既巧妙地点缀了诗文的意境，又显示出与

众不同的艺术效果。

在张宪梅的板刻作品老子名言“知白守黑”中，她充分调动了现代刻字的艺术语言，

使书体的选择，作品的形式，刀法的处理，色彩的配置等等，都形成了整体上的和谐统一，

集中表达了她的创作意图。在均衡、对称的构图形式中，为减少呆板和单调，她主要通过

立意、书写、刀法、色彩等环节来创造新意，突出主旨。在书体上，她选择了篆书，这是

因为篆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书体之一，用来表达老子古老的哲学思想是非常吻合的。

此外，她又在篆书当中渗入了隶书的笔意，使其在古朴、灵秀中显出一种少有的庄重。在

刀法上，她采用了阴阳刻结合的方式，“守”、“白”二字用阳刻，再衬以平行而随意的底

纹，乍一看，象似平平常常，但仔细琢磨，却与老子“知白守黑”的观点密切相关。对“知”、

“黑”二字，她则采用了阴刻，在阴阳矛盾的组合中突出其深邃的哲学韵味。在色彩上，

采用黑白相间的颜色对比，既避免了构图的呆板，又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作者的创作主题。

这一件典型的主题刻字作品，较全面地体现了现代刻字艺术的魅力。

在另一板刻作品《求索》中，张宪梅则运用了阴、阳刻结合的手法，底纹刀法大刀阔

斧，突出了作品立体质感和整体的阳刚美。在色彩的安排上，张宪梅以墨绿与白色相间为

底色，形成一种反差。字则采用淡绿色，留给人一种清新淡雅的回味，并在右上角用行书

小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突出了所要表达的“求索”主题，整个作品构

思独到，对比鲜明，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颇受大家的喜爱。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宪梅在这些年来所创作的许多作品中，除了先后在国内外展出并

获奖外，还被西安书法艺术馆、兰州市博物馆、崂山绿石博物馆、珠海市博物馆收藏。

心物合一韵至醇

现代刻字的创作，收法艺术只是作品构成的素材之一。作品既要符合现代刻字的本体，

又要具备现代刻字的形式，还要以内容的规定性，去表现作品的思想、意境、情趣。在某

种程度上已超越了书法创作的模式，更是超越了传统刻字简单摹刻书法轨迹的功利性劳动。

张宪梅的现代刻字已深刻理解了其中的机枢。她的作品书体随内容而变化，语言丰富鲜活，

立意新颖。我们不难发现，她的作品是通过理性思辩和对内容与形式关照后的有感而发，



是意理情的统一，是“有意味的形式”。所以她的作品，表现出的是自主的风格和审美特

征。

现代刻字的审美特征之一是立象尽意。钱钟书认为艺术不可舍象，“诗也者，有象之

言。依象以成言。”现代刻字与传统刻字本质不同的是，文字书法在现代刻字中，已不是

创作的本体，它只是作品的元素，是相对于“情”的“景”，是相对于“意”的“象”，是

作者在创作中“余心存寄”的载体。

张宪梅是深得个中三味的，其作品“园丁”，正是“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的一

幅典型作品。作品以篆书为素材，“园”字虽属传统写法，但在构成上，以上、左方线条

冲出边沿，整个字占据了画面三分之二，寓示着“园圃”的丰沃、开阔。“丁”字用收的

方法，紧缩重叠，搭接于“园”的边缘，犹如破土的幼苗。在对空白的切割和对实体空间

的占有上，大与小，收与放，处理巧妙，形成了平面与立体有机复合构成的秩序性。达·芬

奇在《芬奇论绘画》中指出：“美感完全建立在各部分之间神圣的比例关系上。”此作的构

思让人们从中似乎能读出在园丁的精心呵护下，春芽初绽的诗意景象。《十里梅》《三人行》

等均属此类意境的作品。

张宪梅的创作不是随意的，简单的，我们所见到她较成功的作品，是她经过认真思考

后的匠心独运，是创作主体将个性主观世界的审美理念、情致，以特定的思维方式借形式

构成予以物化；是文化精神、审美体验的主体意识的载体。《变则通》便是具有一定思想

性的力作，作品采用阴阳转换的刻法，在构成上，以线条相互贯惯通、联系的承接关系，

加以色彩的朴素色相，以“变”字部板面和“则通”两字的底面上采用黑白的极地对比，

中间用灰调统摄文字，意示着“变”则“通”的哲理性。《日升月恒》《日日盛》等都不失

为此类意境的力作。

现代刻字对刀法的追求与表现，也是其主要审美特征之一。现代刻字的平面、立体构

成和思想、意境的物化，“刀”的表现是至关重要的，刀要随作品所表现的情致而变化，

才能体现精神性和物质性的统一。在《好日子》《山不在高》《无为》《博古通今》等作品

中，不同的线条质感，不同的肌理，都能给人以力感、立体感和节奏感的视觉反映。

力感是指刀触的方棱、切入的深度，立体感是刀触的层次性；而节奏感则是表现刀触

之间轻重有序的时序性，从而编织成触动视觉感官的刀法语言。尤其是《博古通今》，在

刀法肌理的追求上，张宪梅能根据碑书的霸悍雄强，以字口的长线直切和底面大刀平铲的

肌理来进一步烘托书体、风格，充分表现了力量和雄厚的美感。力量、力感，历来是男性

伟力崇尚雄强、奔放美而作为的。而此作竟出于纤指素手的女性，大丈夫气油然而生，着

实让人吃惊。



还在路上

“麻衣如雪一枝梅，笑掩微妆入梦来。”我们读张宪梅的作品，从中能领略到其情、

其意、其理的体现，而不是单纯形式的、视觉的或“唯美”的表现，是女性特有的观念形

态和生命形态借形式的写照，创造的是属于她自己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因此，她的作品越

过邕江、珠江、长江，参加了历届全国和国际现代刻字大展，并成为唯一获奖的女性。

多年来的书法与刻字艺术的追求，对张宪梅来说，不但丰富了精神生活，锻炼了意志，

增强了自信，也使她掌握了许多学习的方法和领悟了不少人生的哲理。而且，她深深地体

会到，作为一个书法追求者，书外功夫非常重要，要想创作出高格调的书法作品，就必须

要有高尚的思想情操和高层次的文化素养。人们常说，学习书法艺术需要天赋。张宪梅认

为，天赋固然重要，但以自身努力和整体素质为基础的“韧性”和“悟性”更不能少。因

为，干什么事情都一样，只要持之以恒，下苦功去潜心追求，多学习，多思考，多实践，

就一定会有所成就。

“梅花香自苦寒来”，张宪梅的艺术之路还很长，在艺术的崇山峻岭中，张宪梅才走

了短短一段路。我们期待着在张宪梅和众多艺术家的参与下，现代书法刻艺术能不断成长

与发展，期待着张宪梅这“一枝梅”通过自己不断的追求和努力，更加光彩，更加芳香。

（根据本人提供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