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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之际，富春江边迎来了一位儒雅的老者，他

漫步在富春江边细细品味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不停

地发出赞叹之声。他就是国内知名的将军书法家，擅长

于草书的胡世浩先生。

爱好书法的人很多，但像胡世浩这样痴迷翰墨创作

和收藏的人不多见，尤其对于一名曾是军中一员的人来

说，更是少见了。而来过富阳后，胡世浩一直对富阳的山

水念念不忘，近日还盛情地邀请笔者一行来到他的老家

东阳市上宅村。

痴迷翰墨创作和收藏的一笔“虎”将军
一进胡世浩的家，墨香气息扑面而来，客厅一侧挂着

一幅“虎”字书法作品，这“虎”字写得刚柔相济，虎虎生

威。原来这就是胡世浩将军的一笔“虎”作品。胡世浩曾

是一员虎将，上世纪 50 年代初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

地生活长达 5 年之久，将人生中最美好的宝贵青春无私

奉献在了异国他乡。而胡世浩将军爱写虎，一笔“虎”字

如其人，彰显出虎虎生威之气。他的“一笔虎”作品被 50

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教授收藏。

胡世浩将军虽然已到耄耋之年，但是精神矍铄，思路

清晰，谈吐如流，更难得的是还有一丝孩童般的纯真。这

大概是多年浸润书法，让胡老有了返璞归真的境界。

对书画艺术的迷恋，胡将军说是发端于 1983 年与军

旅画家蒙子军的偶然相识。那年，蒙子军给战士们表演

画技，他当时是画竹子，寥寥几笔落下，一株翠竹便跃然

纸上，“太神奇了！”胡世浩顿时觉得特别兴奋。而且蒙子

军写字不用毛笔，而是用几根鸡毛蘸上墨，写出的字飘逸

俊朗。

然胡老专攻草书却始于 1985 年的银川。那年 9 月

23 日，胡世浩调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国庆节前，曾杏

绯、胡公石、柴建方、刘正谦等书画名家到宁夏军区献艺

慰问。“书画家们现场创作，我转到胡公石面前时怎么也

走不动了，他行云流水的草书让我着迷，之后我就悄悄临

摹胡公石的字，这一写就是 10 年。”胡世浩说，以前读书

时就学用毛笔，后来在部队工作时也常常练习书法，“但

那是在写字消遣，并没有习帖研修。”

为了书艺更加超越，胡世浩随后又师法我国标准草

书的一代宗师于右任，潜心习练其碑帖，汲取了于右任运

笔劲健、疏密有致的神韵。他的书法稳健练达，大气磅

礴，充分表现出军人的阳刚之美。同时亦有灵动之气，笔

墨处处充满生机和活力，笔端流淌着精神气象、艺术趣味

和审美追求。

著名作家张贤亮在他的《儒将颂》中这样评价胡世

浩：“⋯⋯将军对文化人虚怀若谷，不耻下问，谦谦然，彬

彬然，有君子之风。我的确从他身上看到我们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在新一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中的恢复和

继承。”

胡世浩为人平易近人，毫无架子，遇到有人索字从不

拒绝，所以胡世浩的书法作品从不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只

在朋友与情谊中交流赠送。据他自己讲，这些年给宁夏

书法爱好者赠送的作品就在15000件以上。

胡世浩将军有“将军收藏家”的美誉，几十年来他广

交墨友，采撷翰林精品，收藏书画作品中不乏中国当代书

画最高水平泰山北斗的精品力作，先后出版了 10 部书画

珍藏集。

而他有一颗真诚的心，几十年来，他给书画家写了 2

万多封信件，收藏字画 1.6 万余幅，其中精品 4000 多幅，

并从艺术家身上学到了不少真才实学。“我第一次向书画

家开口求字，蒙子军满足了我的要求，给我画了幅竹子并

写了一幅字，从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了收藏书画作品，然

后才培养起了书画鉴赏能力。”胡世浩说。

胡将军说：“我以老百姓的身份给他们写信求画，给

不给是他们的事，但求不求是我的事。要想得到字画，就

要放下架子，文化人最看不惯端架子的人，只要你真心实

意地去要，人家总会给的。”

正因为将军“谦谦然，彬彬然”的君子之风，赢得了众

多书画名家的心，大家纷纷将自己的作品送给他。对于

自己收藏的作品，胡世浩说：“每一件都是一个故事。”

不辞辛劳为当地群众建造碑林公园
而近些年，胡世浩又做一件大事。这要从 1995 年说

起，那年胡世浩来到东阳市开会。会议结束后来到老家

上宅村，看到村里的馒头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就想

在这里做一个他近万幅收藏作品的碑林公园。

后来，胡世浩把这个想法反映给了当地政府，得到当

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之后，建造碑林公园这件事慢慢

一点一点成型。2013 年，胡世浩从宁夏回到上宅老家落

叶归根。就开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安度晚年，为家乡的

碑林公园（后取名将帅书艺苑）四处筹集资金，然后设计

碑林公园的布局，指挥工人按照设计的方案开始修建碑

林公园。

截至 2016 年，将帅书艺苑得到浙江、宁夏、江苏等地

贤达人士的帮助先后筹得资金 168 万元，很多人参与义

工劳动。在胡世浩的带头下，大家一起有力出力，有钱出

钱，目前将帅书艺苑已经基本建成。

走近碑林公园，就会看到公园大门对面有一山，很像

凤凰，所以胡世浩为大门取名“凤阳门”。“凤阳门”也是公

园的第一景。抬头只见大门的上端挂着由中国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吴善璋先生提名的“将帅书艺苑”，门两侧两幅

对联由李鸿章、贺森慈所作。两幅条幅是郭沫若、启功的

墨迹。十块石碑是十位上将的书法作品，门内两侧由邓

小平书写的“福”、李宗仁书写的“寿”榜书石碑。一座园

门有十五位大家的作品石刻，全国为数也不多。

公园共设有十景，除了凤阳门，还有怀恋屏、风云缘、

清风碑、望尘台、将帅墙、方竹园、甘泉池、珍藏馆、将军陵

九景。其中“怀恋屏”其寓意对伟人、廉官、英雄、好人的

怀念。13 米长，2.2 米高，朝南的“为人民服务”，朝北的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均为毛泽东书法作品的石碑。而

且“怀恋屏”这道景，不能一眼望穿，在整个公园起到若隐

若现的效果。

风云缘，建立于2015年，室内有毛泽东汉白玉雕刻2

米高坐像一尊，墙上嵌着由国家领导人书写的 40 块石

碑。清风碑，则有一尊 2.6 米高的北宋清官，北宋兵部侍

郎胡则的青石雕刻的坐像。墙上嵌有百年来最有影响的

社会名流书作 60 块石碑，其中一部分书作是表彰胡则的

功德。

公园左侧，园墙长 200 多米，墙上嵌有十位元帅，十

位大将，六十七位上将，三十位中将，五十位少将共 167

幅书法作品的石碑。由此也取名为“将帅墙”。

而在“将军陵”院内埋有上宅村明、清两位将军。分

别是明末胡大用将军，清朝鸦片战争时期胡大纯将军。

漫步在将帅书艺苑，公园地方虽不大，但是处处是

景，汇聚了历史、人文、书法等元素，不仅让这个建在农

村的碑林公园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在全国范围，

也成为一处罕见的人文景观公园。而且这里还是一处

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每逢节假日，就会有老百

姓或学生慕名前来参观。去年毛主席诞辰那天，当地的

学校还组织了小学生来参观学习。”园区正在工作的一

位师傅说。

目前胡世浩将军一直在积极的把公园修饰的更好，

并已经开始种植绿化。下一步，他已经规划在园区右边

的空地上建一个书画展厅，放一些字画进行展览。

胡将军以 83 岁的高龄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件“老百姓

的实事”上，不辞辛劳，用他的话说：“我觉得，农村人也需

要有文化的熏陶，我就希望把自己收藏的作品也让乡亲

看到。”

人物简历

胡世浩，1935 年 5 月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上宅村农

家。1950 年参军，1953 年年初参加抗美援朝，后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排长、参谋、营长、团长、副师长、副军长，宁

夏军区司令员，自治区党委常委。1988 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

昔日军中将才，今朝书法名家
——访“虎”将军胡世浩

文/钱旭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