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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

杨殿良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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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杨殿良，2000 年开始摄影创作，2009
年加入丽水市摄影家协会、 浙江省摄影
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2016 年当选丽
水市工业摄影协会副会长， 被评为“2014
年丽水市摄影家协会优秀会员”，先后在
国内外获奖、发表作品 300 余幅。

作品《绿满农家》是作者在 2019 年拍
摄于莲都区太平乡下沃坪村。 画面里，村民
们在房前屋后栽植花卉绿植， 点缀扮靓
家园，致力于改善人居环境，努力打造绿
色宜居美好家园。

（王瑀/文）

生活是字体创作灵感的源泉

创作一套能开发成字库的字体并不容
易，要先创作基字。 根据 GB2312 编码的要
求，要先写 6763 个基字。

GB2312 编码是第一个汉字编码国家
标准， 由中国国家标准总局 1980 年发布，
1981 年 5 月 1 日开始使用。GB2312 编码共
收录汉字 6763 个，其中一级汉字 3755 个，
二级汉字 3008 个。 这一套字库即可满足一
般的日常用字需求。

叶根友的创作要在每一个字上加上设
计元素，然后再编入电脑。 这些字体除了有
创意、有特色之外，还需要成体系，整套字
体的风格一致，不能拼凑将就。

设计创意，是最重要的一环。 而创意的
灵感，尤为关键。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这句话
用来形容叶根友的字体创作非常贴切。

例如他创作的“叶根友微刚体 ”，每个
“竖”的笔画收尾处都是呈 45 度角斜切。 这
是他从砍毛竹这件事上得来的灵感。 叶根
友儿时家境并不富裕，砍毛竹卖钱，是家里
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作为农村孩子，他课
余时间会上山帮忙砍毛竹。 “砍竹子的时
候，柴刀落下的切口是斜的”。

2014 年，叶根友创作微刚体时，早已不
需要砍毛竹为生， 但他想起了多年前的经
历，灵感忽现。 最终开发成功的“叶根友微
刚体” 刚直利落， 一如竹子枝枝向上的形
态。

除了自身经历， 一些所见所闻也会成
为他创作的灵感来源。 “叶根友刀锋草黑”
是他 2008 年创作的，也是他所有字体中用

户使用率最高的字体之一。 创作时，他借
鉴了影视剧中日本忍者的刀锋形象 ，将
雷厉风行的侠客风格融入到设计中，在
字体中呈现出遒劲、凌厉的感觉。 “叶根
友千秋体”的灵感来源则是古装韩剧《千
秋太后》。 他参考了剧中人物的服饰、外
刚内柔的人物性格， 最终创作出的字体
也是刚柔并济。 “叶根友爵宋体”的灵感
来源则是公爵的帽子和扑克中的 “司
令”。

在叶根友看来 ， 字体创作并不难 。
“只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不经意间就会
有收获”。 只要设计好了一个字，剩下的
基字便可以“一通百通”。

爱好是通往字库开发的桥梁

在写字这件事上， 叶根友从小就是
个有心人，或者说，是爱好让他特别关注
汉字。

他对汉字最早的记忆是小学之前 ，
“大概六七岁吧”， 那会儿的他还不认识
汉字，更不会写。 但过年见到父亲写的对
联，他居然依样画葫芦地临摹了下来。 完
成自己满意的“作品”后，他兴奋地拿给
父母和邻居看， 得到表扬后开心得手舞
足蹈。 “准确说，那应该叫‘画字’，字肯定
是不好看的， 但大人的鼓励给了我懵懂
的启蒙。 ”叶根友回忆。

小学四年级时， 叶根友的班主任写
字好看， 受邀为村里的大会堂写名称牌
匾。 叶根友看着挂在大会堂门头上的水
泥字， 非常羡慕，“要是有一天我的字能
做成立体字就太好了！ ”因此对待写字，
叶根友很认真，字也写得非常工整。 从初
中开始，他每天都坚持练字，抢着写班里
的黑板报。

16 岁，叶根友辍学去温州打工，他换
过多份工作，但唯一坚持的，便是练字。
有时在街上看到店招牌上好看的字，他
会驻足，在手心里默默练上几遍，包括怎
么连笔的，笔画是粗还是细，他都一一印
在脑子里。 由于白天要上班，他常常凌晨
4 点就起床练字。 租住的地方常停电，他
就点着蜡烛写，一次写到入神，竟不小心
烧到了眉毛。

工友夸他字写得好， 以后说不定能
靠写字赚钱。 带着“我是不是也能在书法
领域有所发展？ ”的朴素想法，他决定试
一试。

那时是 2002 年，他辞去当时的厨师
工作，在温州街头支了个摊子，专门帮人
设计签名。 一个名字设计三种写法，收费
10 元，这对他来说“很简单”。那几年设计
签名很流行，叶根友的生意很不错，一天
下来能赚七八百元， 这在当时可是不菲
的收入了。

叶根友还有两手“绝活”时常在摊上
展示。 他会写连笔空心字，即一行字或一

段话从头到尾一笔成型。 他还会五笔同书，
即双手同时用五支笔书写不同的字或句子。

一段时间后，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的绝
活。 一些商家和企业慕名而来购买，叶根友
的书法曾在现场拍出过一幅 4 万余元的高
价。

2007 年，叶根友请人把自己写的字体发
布到网上，发现很受欢迎。 于是他自学了软
件技术，开始潜心创作字体 ，还开办了字体
网站。 2011 年，叶根友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创
意公司，专门从事字体开发和授权。

如今 ， 以 “叶根友 ”命名发布的字体已
经多达 150 多套， 被广泛应用于企业办公、
招牌、产品包装等。

传播汉字文化是一种行动自觉

叶根友曾创下两项与书法相关的吉尼
斯纪录。

第一次是 2002 年国庆节。 他在温州龙
港挑战连续书写 7659 个连笔空心字的吉尼
斯纪录。7659 个字，一笔成型。叶根友足足写
了 17 小时 13 分 06 秒，围观的人换了一拨又
一拨。 到最后，叶根友坦言，体力已经达到极
限，结束时双腿全麻，“坐都坐不下来”。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叶根友说，一来他
想挑战自我，最重要的是，他想传播汉字文
化。

就像对待写字的认真态度一样，传播汉
字文化，他也同样认真。

2014 年，叶根友又在雁溪老家，创下了
连续书写 1000 个“福”字书法作品的吉尼斯
纪录。 活动现场，他一手端墨，一手握笔，游
移行走，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从落笔到一
幅完成不过十几秒 ， 一幅幅各有特色的福
字，引得现场观看的人啧啧称奇 ，感受到了
中国书法文化和福文化的魅力。

去年 12 月，景宁“雁溪古风”摄影节上，
一款以“雁溪古风”命名的字体发布，这套字
体融入了雁溪乡的古村落元素，令人眼前一
亮。 创作者便是叶根友。

他把古村落中的屋檐、雕花木窗等元素
与书法结合，让这套字体有了一些乡愁的意
境。 “还得有实用价值，不能成为艺术字，要
把握好度。 ”叶根友补充道。

叶根友坦言， 为家乡创作字体有他的私
心。他希望通过字体创作和使用，传播文化力
量，让大家知道雁溪，了解家乡的风土风情。

叶根友的公司，除了发布自己创作的字
体， 也授权为其他字体创作爱好者开发字
库，圆他们的汉字梦。 2 万至 3 万元的字库制
作成本费用，他不收创作者一分钱。 叶根友
说，人生在世，短短百年，未必能留名后世 ，
但把喜爱的汉字输进电脑， 能为他人所用，
也多少为社会作了一些贡献。

去年 12 月， 叶根友还成立了一个公益
性质的书法俱乐部 ， 免费教书法爱好者练
字，目的就是传播书法艺术。 目前会员已有
100 多人。

：

将字体“玩”出创意

叶根友创作的字体。

叶根友为阿里巴巴书写的空心连笔字。

叶根友为电影《功守道》设计的字体。

创作字体 165 套，其中开发成字库发布的有 150 多套；创下两项与书法相关的吉尼斯纪录；为电影《攻守道》
等影视剧、“中国梦”等公益广告创作字体……

在叶根友身上，与书法相关的标签很多。 他玩笑说，“字比人好看”。
叶根友是景宁雁溪乡梅坞村人，从事字体创作、字库开发已有 10 余年。 他的名字在广大字体设计师群体中

可谓耳熟能详。
见到叶根友时，他穿着一身中式的黑色服饰，盘扣和左胸前的刺绣“叶”字很醒目。 这是他自己设计的字体，

再定制到衣服上。 叶根友的许多衣服都有他设计的姓氏标志，各种不同风格的。 “算是自己的小兴趣吧。 ”他说。
就连他的手机屏保，也是毛笔写的“书法”二字。
书法，似乎融入到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

叶根友创下千字“福”书法作品吉尼斯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