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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世浩 年摄于银川



2003 年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左）在宁夏看望胡世浩（右）

2010 年 10 月 18 日应邀参加东阳市木雕竹编第 5届博览会时全国政协副主席
厉无畏（左）与胡世浩合影



2008 年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上将在宁夏军区看望胡世浩（左）时合影

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上将与胡世浩（右）合影 2010 年 7 月国防大学原校长邢世忠上将与胡世浩
（右）在银川合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008 年 5 月 10 日胡世浩、胡赛光伉俪
摄于山海关

2010 年 9月宁夏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春光（右 2）、自治区人大原副主任余今晓（左 2）、
胡世浩（中）、王文宇（右）、马新民在海原县成立县老区建设促进会时合影

2010年 11 月胡洪林、胡世浩、袁辉、洪惠玲（左起）在银川合影

2009 年浙江省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斯鑫良同志（前排右）与胡世浩家人在杭州合影

1995 年曾杏绯为胡世浩作画 2008 年胡满华、高丽琴、周玉丽、胡世浩、李金昌（左起）在银川合影



2009 年胡世浩（右）和宁夏妇联主席李金英、傅振坤
（左）摄于银川

2010 年胡世浩（左 2）和陈波（右）等与家人合影

2010年 5月韩启连、胡世浩、张亮（左起）合影 2010年 5月胡世浩、胡赛光和子女、外孙女于杭州合影

胡世浩（中）和许家麟夫妇合影 胡世浩和钱全富合影

2009 年胡世浩（左 4）和金华市市委常委、东阳市委书记
张仲灿同志（左 5）在银川合影

2010 年 9 月胡世浩（中）、金宝奇（右）、
王治平合影

2008 年罗伟春（左）和胡红兵
银川合影



2010 年 7 月胡世浩（左）和浙江商会
会长叶建敏合影

2010年 7月马耀华局长（前排左）和胡世浩（前排右）合影

2009 年宋磊、胡世浩、王浩、刘来新（左起）摄于北京 2009年胡世浩（左 3）和楼晓钦（左 1）合影

2010年宁夏老区建设促进会春节联谊会 2009 年胡世浩和曹忠摄于太原

2010 年胡满华、胡世浩、黄建华、沈奇健（左起）合影 2010 年 10 月胡世浩（中）和秦云友
（左）、邓永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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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是成事的核心。起初，我决心出版 10集

《胡世浩将军书画珍藏集》，并视之为一个浩大工

程。因为这个工程需要 10多年时间，要有千名书

画家参与，并要在万幅书画中精选佳作才能完成

出版任务。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从 1995 年出版

《胡世浩将军书画珍藏集》第 1 集，到 2010 年完

成第 10集书画集的出版。正是一分付出，一分收

获，仅用了 15年时间，我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是一个幸运者。因为我遇上千名品德高尚、

艺术精深的书画家。为了帮我实现出版 10 集书

画集的梦想，他们一次又一次赐我作品，有的赐我

多幅或几十幅，甚至上百幅。赖少其、亚明、韩美

林、戴敦邦、舒同、启功、沈鹏、张海、娄师白、许麟

庐、王盛烈等先生都赐我作品。滕黛梦的画每 1

平方尺拍价 1 万元以上，她却赐我 60 多幅作品。

靳守恭先生赐我 56 个民族人物工笔画两套 100

多幅。他们如此慷慨无私地支持我传承文化事业，

为广大民众提供精神食粮，助我办了一件利国利

民的大好事。他们这种大度气质表现了近代文化

人不辞辛劳、不图名利的朴厚风骨。他们赐我每件

佳作，不仅印在书上，而且铭记我心。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出版 1集书画集需要几

十万元，若要出版 10集书画集需要几百万元，靠

我的经济财力是完不成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

好汉三个帮。在困难中，我遇到江南几位贤达企业

家。多蒙胡满华、俞国生、朱奕龙、郑胜西、罗伟春、

叶建敏、吴钟鸣、黄建华、李涛、张达等先生鼎力相

助，帮助我做成了一件不易做成的事，不胜感谢。

《胡世浩将军书画珍藏集》体现了我出书的风

格。一是名人名家名作多，阅后印象深；二是各部

书画集都印有国外书画精品，作品来源广；三是每

部书画集都突出一个中心，各有侧重，如有的突出

山水，有的突出四条屏。第 10集书画集中刘芬女

士画了近代“百年国色”，她们的政治影响和为国

贡献都超过了古代“四大美女”，创作近代百年来

“四大美女”是绘画史上第一次尝试。我认为不仅

可画四大美女，而且还可画美男子，如孙中山、蒋

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都应在挑选之列，我若是画

家定会把他们都画出来。

高峰有止境。出版 10 集书画集，也算得上了

高峰。很多人劝我已十全十美，无人会超过，该停

住了。此话我信一半，我知道不需几年就会有人

超过。追赶是好事，后浪推前浪，希望有更多人超

过我。

最后，十分感谢喜欢我 10 集书画珍藏集的

广大读者为我鼓劲、叫好！

2010年 8月

众人拾柴火焰高
胡世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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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不知老将至，功名于我如浮云。不同的机

缘造就不同的人生。对于少将胡世浩来说，枪林弹

雨、驰骋沙场的经历不是他生命的全部，曾任宁夏

军区司令员的胡将军对书法和收藏的喜爱让我们

见识了新时代儒将的风采，他用自己的后半生演绎

着精彩的翰墨人生。

投身军旅 从贫民到将军

胡世浩于 1935年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市上宅村

一个贫苦农民家中。新中国成立后，1951 年 3 月，

时年 16 岁的胡世浩怀揣保家卫国的壮志跨入部

队，揭开了人生中征战沙场的辉煌一页。自幼的苦

难经历让他在今后的军旅和艺术生涯中格外平易

近人，从不拿官架子待人。因为他深知，尊严对于普

通人意味着什么。

1953 年 3 月，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的嘹亮歌声中，胡世浩跟随部队渡过鸭绿江，冲

向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前线。和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许

许多多最可爱的人一样，他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汉

江之战，敌人的炮火封锁了我军的补给线，喝水成

了大难题，担任通讯员的他，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

勇敢机警地与战友们一起抢来饮水，保障部队顺利

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防御任务。战场无小事，胡世浩

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份该做的事情，圆满完成了上

级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

回国后，因为表现突出，他被作为军队后备干

部送到桂林步校深造学习，军校给他提供了不断提

高自身能力的绝好机会，使他更快地成长起来，成

为一名优秀的指战员。从排长、参谋、营长、团长、副

师长，一路走来，胡世浩边学习边成长，领导能力和

军事素养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终成大器。1983

年，胡世浩被提拔为 21集团军副军长。1988年，他

被授予少将。1990 年，胡世浩将军被任命为宁夏军

区司令员、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偷师学艺 从痴迷到叩拜

提起自己迷上书法艺术的过程，胡世浩将军将

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在师部当参谋的 7

年间，因为工作所需，经常拿毛笔练字，写一手好字

是他那时的追求。第二阶段是他调到宁夏军区工作

后，结识了擅长标准草书的于右任关门弟子胡公石，

自此学练草书。“1985年，一些书画名家到宁夏军区

献艺慰问。他们现场创作时，我走到胡公石面前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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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胡世浩告

诉记者，对于标准草书，胡世浩将军可谓一见钟情，

从而开始了他与标准草书的一世情缘。

标准草书是近代著名书法大家、书圣、草书宗

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所创的一种书体，他认

为历史上有三大草书，即章草、今草、狂草。于右任

根据易认、易写、准确、美丽的原则，创造了标准草

书，后被称为第四种草书。而胡公石曾任于右任秘

书，并拜于公为师，聆教诲，博览书，勤临池，达 13

年之久，其书法作品深得于右任之笔墨形神。而身

为一名将军，纵横捭阖的军人习性让胡世浩在见到

胡公石现场创作的佳作时，难以忘怀。自此他以于

右任编校的《标准草书千字文》和胡公石编校的《标

准草书字汇》为启蒙学习教材，开始了 5 年的偷师

学艺生涯。

5 年后，胡世浩的书法技艺大增，就琢磨着要

去登门拜师。1990 年，胡世浩向胡公石提出这一请

求，胡公石却没有直接答应，只是带他走进书房，当

面写了两副对联相赠。细心的胡世浩当即揣摩到了

书法家的心意。“胡公石嘴上没说，但心里已经答应

了，他当面给我写字就是在教我怎么写。你想想，我

练了 5 年的草书，那次看他写字也算是内行看门

半生沙场忙征战 夕阳翰墨抒情怀
吴希宾



道，我仔细看了他的运笔，领悟到很多精髓。”堂堂

大将军竟“偷学”书法，但胡世浩将军说起这些来兴

致浓厚，毫无遮掩，浩然坦荡。

谈及自己的成就，胡世浩十分谦虚。他说，标准

草书看似简单，实际上要想有所造诣十分难，他评

价自己现在只是一个标准草书的推广者。为弘扬传

承于右任、胡公石标准草书艺术，2008 年 8 月 24

日宁夏标准草书研究会在银川成立。由胡世浩担任

会长，在揭牌仪式中他讲到，成立宁夏标准草书研

究会意在学习研究促进文字改革创新，继承、发扬、

推广中国标准草书艺术，不断推出新人，认真做事，

低调做人，深入研究标准草书的精髓，边学习边推

广，使更多的人了解、学习中国标准草书。

求书索画 谦谦君子珍集成册

爱好书法的人很多，但像胡世浩这样痴迷于翰

墨创作和收藏的人并不多见，尤其是一名曾经统率

千军的司令。谈及自己的收藏故事，胡世浩如数家

珍。他对书画艺术的迷恋，发端于 1983 年与军旅画

家蒙子军偶然相识。那年，蒙子军给战士们表演画

技，寥寥几笔，一株翠竹便跃然纸上，胡世浩将军顿

时兴奋地喊道：“太神奇了!”蒙子军写字不用毛笔，

用几根鸡毛蘸上墨，写出的字却飘逸俊朗。“我第一

次向书画家开口求字，蒙子军满足了我的要求，给

我画了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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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多年来，胡世浩将军对此专心致志，乐此不

疲，先后收集了各家流派的书画作品 1.6 万余幅，

被誉为“将军收藏家”。赵朴初老师题写的《胡世浩

将军书画珍藏集》就是一部三顾茅庐史。胡世浩两

次前往北京，都赶上赵朴初老师生病，最后赵朴初

老师感动于他的执著和真诚，题写书名后给他邮寄

过来。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朱恒临终前住院时，接到

胡将军的求画信，朱教授十分钦佩他对书画艺术的

热爱，欣然作画一幅送给他，这也成为朱恒的遗世

之作。

身为一名将军，求书索画时没有架子，从不以

身份压人，终成了收藏大家。这些年他写了 2 万多

封信，平时到各个地方，也是放弃休息时间，与当地

书画名家交流学习。谈及有没有过身为一名将军却

求不到字画的尴尬，胡世浩说：“文化人最看不惯端

架子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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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求得好

字画，就应放下身段，只要你真心实意地去求，人家

总会给的。”正因为胡世浩“谦谦然，彬彬然”的君子

之风，多年来他得以收藏了上万幅书画作品，其中

不乏精品。

为了推广书画艺术，他将自己收藏的字画编辑

成册出版发行，至今，已编辑出版了 9本《胡世浩将

军书画珍藏集》，并计划编辑出版第 10本。

夕阳无限 老当益壮情系百姓

胡世浩书法作品从不进入流通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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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万件以上。他说：“我认

为价格不是主要的，大家喜欢就好。书法家要推广、

弘扬文化，这是有意义的事。如果总想着钱，老百姓

消费不起，文化如何弘扬?”平淡的话语间，沁透出

他的睿智和对老百姓的感情。

穷苦出身，加上军民的鱼水之情，让胡世浩深深

眷恋着宁夏革命老区的百姓。他说：“老区人民为新

中国的成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却被时代抛在后

面，这是我不忍卒睹的，我年纪再大，也要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多重身份的背后还有他对老区人民的一

片至诚。为了更好推动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他还担

任宁夏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现在，已界古稀之年的

胡世浩每年还到宁夏的革命老区考察，多方整合资

源，为革命老区带去项目、带去资金、带去技术，帮助

革命老区的老百姓早日脱贫致富。

无情未必真豪杰，翰墨馨香令人敬。儒将胡世

浩带着对书画艺术的追求，带着对老区人民的热

爱，老当益壮，豪情书写着他的人生。

注：1．作者为《中国扶贫》杂志记者

2．2009 年 12 月 1 日此文刊于《中国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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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不为图名，而为意义；收藏不为谋利，而

为藏宝；收藏不为囤居；而为传播。”“我这一生，总

结起来唯有两个亮点：一是当了几十年的兵，二是

搞了几十年的书画收藏。”在宁夏军区原司令员胡

世浩将军的家中，老人和蔼地和记者说笑着。从

1983 年起开始收藏书画作品，至今他已积存各类

作品 1.6 万余幅，其中既有舒同、启功、欧阳中石、

沈鹏、张海等书画大家的精品，也有不少出自农民

画家及作为后起之秀的青年书画家的佳作，在个人

收藏中实属罕见。

非凡成就的背后，铭刻着老人家在长期领悟的

独到“藏经”，听他娓娓道来，你会感受到这位老将

军对书画收藏事业的浓浓厚意、拳拳之心。

收藏作品的挚诚之心

“收藏不为图名，而为意义”，这是胡世浩老将

军“藏经”中的第一要义。他说，对于个人而言，书画

收藏是一项有益于身心、更有利于社会的事业。培

养高雅的情操，每一次得到精品佳作，都能在品鉴

中体味到无穷的艺术之乐；每一次观摩心血凝聚的

藏品，都能在欣赏中陶冶身心，渐渐从中悟出一种

怡然自得的养生之道。

然而，收藏事业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有其深刻

的社会意义。从短期来看，似乎是个人行为，但是，

那么多的文物珍品能够得以保存，除了国家的保

护、博物馆的保存之外，更多的是民间收藏的贡献。

胡老告诉记者，书画艺术家的无偿馈赠大约占到收

藏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当然也有不少是花费了一些

润笔，但都是非常优惠的。

“如果都用钱买，那怎么能买得起呀!”老将军

笑道。

或心怀虔诚登门拜访，或心存恭敬寄去信函，

胡老的收藏就是这样开展的。在如今艺术品市场风

起云涌的背景下，如此“容易”的收藏经历堪称传

奇。然而，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却又谈何容易!“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发 100 封信能有 20 封左右有

收获，后来就只有 5封左右了。”老将军说，多年来

他发出的信已难计数，而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是一个

故事。

“去欧阳中石先生家求字，我在门前徘徊了好

久，因为门上挂了一幅字，写着一字千元。”他说，最

后自己还是一咬牙敲开了门，表明心迹后，欧阳老

先生宽容地说门口的字仅为挡驾所用，因为求字人

太多，难有休息。见他心诚，欣然以一联相赠。向中

国美院的朱恒教授求作品时，对方收到信时将于次

日接受手术，当天为胡老画了一幅《山高水长》，“结

果朱教授手术两个月后病故了，这幅作品竟成绝

笔。”胡老感慨道。

而为求得赵朴初先生题写收藏作品集的书名，

老将军整整等了三年。“头一年，赵先生恰好住院

了，第二年联系时先生又病着，夫人让留下地址。”

胡老说，他接触的大家都是守信之人，“到了第三

听胡世浩将军谈“藏经”
黄永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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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赵先生的墨宝终于寄来了。”

珍重作品的至爱之心

“收藏不为谋利，而为藏宝”，正因为此，胡世浩

老将军的书画收藏逐渐进入高层阶段。他告诉记

者，必须要有求字画如宝的思想，胸怀着一腔热爱，

才能把珍贵的书画艺术作品保护好、珍惜好。

在胡世浩将军看来，新中国的收藏历史可分为

两个时期：20世纪 90年代之前，书画收藏的难度

较小，只要痴心于此道，持之以恒，索求墨宝的难度

要小一些；从 2001 年以来，随着书画等各类艺术

品市场发育的不断完善和行情的水涨船高，全社会

兴起一股收藏的热潮。

“很多人搞一些这边进、那边出的炒作和流通

买卖，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收藏。”老将军说，他

得到的藏品没有一幅出手，无论是名家真迹还是暂

未成名的书画创作者的作品，均是因为至爱而收

藏，所以对每一件都视若重宝。由于他对所藏作品

的珍视，对书画家创作劳动的珍惜，故而很多书画

家也愿意以佳作相赠。

多年的收藏积累，胡将军不但拥有了令人称羡

的丰厚藏品，而且拥有着数千位书画家朋友。“相比

之下，朋友是最珍贵的收藏。”老将军告诉记者，出

版第 9 集自己的收藏书画精品时，他为该书撰写

了题为《朋友千万》的后记，其中谈到，正是因为交

了成千上万的书画家朋友，才能获赐成千上万幅书

画作品。

传播作品的热忱之心

“收藏不为囤居，而为传播”，胡老将军说，收藏

的根本，绝不应是将书画家们的精品佳作据为己

有，而在于努力让作品得到更好的传播。

对于那些将藏品囤积起来待价而沽的所谓藏

家，胡老并不认可。进入书画收藏世界以来，他始终

坚持以传播为己任。多年来，由赵朴初先生亲笔题

写书名的《胡世浩将军书画珍藏集》，已经出版 9

集，除了第 1 集是请人代劳，后来的几本书从内容

编辑到封面设计，都是他亲力亲为。精美的装帧承

载着优秀的作品，这套丛书本身也极具收藏价值。

眼下，该系列的第 10 集正在筹划出版中。老将军

还帮助 30多位书画家出版了各种作品集。

目前，一个更为宏大的设想正在胡老的心中酝

酿着，将所藏的 1.6 万多件书画作品设馆陈展，让

更多的人能够观摩、欣赏。此外，在老将军的案头，

记者看到了由著名书法家吴善璋先生题写的“胡世

浩艺术收藏馆”馆名。“这是我的一个美梦，我希望

它有一天能够成真。”胡老笑着说。

注：1. 作者为《宁夏日报》记者

2. 2009 年 12 月 11 日此文刊于《宁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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