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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人物

半年创作185 米万福图
10048 个福字都是小篆体，但每个都不一样
本报记者 刘云菲

60 岁的李超水是一位十足的书法迷，他从小学习书法，成
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退休后老人仍笔耕不辍，最近他用半
年时间创作了一幅万福图，这幅图长 185 米，宽 0 . 45 米，用小
篆体写了 10048 个福字，没有一个重样的。

12 日早上，还没走进李
超水居住的小区，远远就看
见老人已站在小区的胡同
里，“怕你们找不到这里。”老
人笑着说。李超水衣着整洁，
两眼炯炯有神，带记者走进
楼下的储藏室。那幅《万福
图》卷成一团，放在专业的装
裱器里，这幅图抬起来感觉
沉甸甸的，抬着图走上楼后，
累得气喘吁吁。

李超水小心翼翼展开这

幅图，“写好后我一直放在储
藏室里，还没展开过。”这幅
图长 185 米，宽 0 . 45 米，每
四个福字成一组，每组都有
编号，每个福字长约 9 公分，
都用清秀规整的小篆体书写
的，这些福字形式各异：包括
汉字的造字方法“六书”、花鸟
虫鱼、宗教字体、符号、抽象造
型……“仔细琢磨这些福字包
括了自然和人文，蕴涵了很深
的意义。”李超水说。

李超水说，这 10048 个
福，他按照《福谱》书写了
3000 多个，其余的全靠搜集
各种资料。“几乎能查到的资
料全都查遍了，哪个资料上
有形式不同的福字，我都搜集
下来。”他说，资料上的福字虽
然形式多样，可大小都不一
样，最小的只有手指盖大小，
每一个都要按照比例再扩大，
“这个比较难，尺寸大小要把
握好，还要保持美观。”

图太长，写好了却没展开过

写上万个福字并非易事，
李超水足足用了半年，除去吃
饭睡觉，他几乎天天在书房里
写福字。“写字时先洗手，静下
心来，不能有丝毫的杂念，要
一气呵成。”为了能潜心完成
创作，李超水把自己锁在书房
里，旁人决不能打扰。

“从小练书法，写字已成

习惯了，写时不感觉累，就觉
得很有成就感。”李超水说，
完成万个福字的毅力是一种
习惯，“桌子上有笔，拿起来
就想写字，抱着外孙，趴在地
上照样也能写。”

不仅写福字，李超水自
从搬到现在居住的小区里，
每年都为小区写一幅对联，

“东靠明珠彩虹龙凤嬉水，西
临昌润大道载金送银。”李超
水住在东昌府区粮局家属
院，今年写了这幅对联贴在
小区大门上。

李超水的邻居王女士
说，李超水为人和气，他写的
对联贴近生活，让邻居感到
很温馨。

抱着外孙，趴在地上写

李超水坦言，创
作这幅画他花费了不
少钱，“光是装裱花
5000 元都找不到人，
我找了一个朋友帮忙
装裱的。”李超水
说，有人告诉他这幅
万福图在网上可以卖
20 多万元，可他从来
没想要卖出去，“给
多少钱也不卖，打算
捐了做慈善。”

在李超水家，挂
了很多他创作的书画
作品，其中用聚酯做
成的《全家福》和书
画作品《神》的外观
设计，他已经申请了
国家专利。“有人对
我说这些东西可以走
向市场，可我没想过
这个，这些都是我的
爱好，钱是没法衡量
的。”

价值20 万？

给多少钱也不卖

李超水创作的万福图(部分)，由 5 张照片拼合而成。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李超水展示万福图。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