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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坛传真

崇文论艺

书 法

本报讯 （实 习 记 者 周洋）记

者 日 前 从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获 悉 ，

“2019 首届全国书法教师高峰论坛”

将于 8 月 1 日至 4 日在北京举办。论

坛面向全国高校书法专业、中小学书

法教育特色学校、书法教育培训机

构、书法教育工作者、书法爱好者。

活动期间，将举办“全国书法教师优

秀作品展”“全国书法教育特色学校

及培训教育中心优秀书法教育教学

成果展”，全面、集中地展示一线书法

教师的精品力作和全国书法教育的

最新成果。

同时，将邀请书法专业教授及资

深专家学者 ，就 书 法 文 化 传 承 、书

法教育现状、书法教学思路及方法

等 问 题 做主旨演讲；组织与会代表

进行笔会交流，展示代表的书法作

品，由书法家、书法教育家对代表们

的作品进行现场点评指导；参观中国

国家博物馆、汉字体验馆、全国书法

教师优秀作品展等，与书法名家交流

探讨；安排从事书法教育教学且成果

显著的教育相关人员分享其创新实

践经验，并分组研讨中小学书法教育

的现状、问题及解决措施，书法教育

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以及书法教

育的人才培养与平台创新等。

首届全国书法教师高峰论坛将办

本报记者 朱永安

倪文东

陶博吾作品捐赠中国美术馆：

处处体现出对“朴”的追求

吴彧弓

平中寓奇的碑刻章法

5 月 23 日 ，由 中 国 美 术 馆 主

办，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西省文

联、中共南昌市委宣传部协办的“中

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惟朴

是求——纪念陶博吾诞辰 120周年艺

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当日

还举办了“纪念陶博吾诞辰 120 周年

艺术作品展”学术研究活动。

陶博吾（1900—1996），原名文，

字 博 吾 ，别 署“ 栗 里 后 人 ”“ 白 湖 散

人”，斋号“简朴斋”“三破斋”等，江西

彭泽人。他一生经历坎坷，命运多

舛，经历抗战流亡，“文革”中被迫害，

直到 1980年始平反昭雪。“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陶博吾没有在困境中沉

沦，种种困苦反而铸就了他独特的人

格与艺格。

本次展览共展出陶博吾不同时

期的书画作品 70 余件，包括 3 个部

分：第一部分“养浩然正气”，展出陶

博吾所创作的具有儒家入世情怀的

作品；第二部分“师羲皇上人”，展出

体现陶博吾在现实生活中超然物外、

不求闻达操守的作品；第三部分“集

篆书朴真”，展出陶博吾在大篆集联

上取得的突出成就。

陶博吾诗、书、画造诣皆深。他

少年时即聪慧过人，6 岁入私塾，9 岁

修四书五经，10岁通音律。14岁与本

县六位老先生建“六雅堂”诗社。他

的诗文情感真挚，流亡期间曾作《弃

儿行》在当时《民国日报》发表，全国

报纸转载，成为当时著名爱国诗篇。

他一生诗词结集有《博吾诗存》《博吾

联存》《博吾诗词选》《题画诗抄》《博

吾随笔》等存世。陶博吾在 43 岁、44

岁时撰写三卷《小篆研究》，“文革”中

一二卷被毁，在有限的石鼓残存文字

中集联 99 副，散氏盘铭文集联 80 副，

展现出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扎实的

文字功夫。

陶博吾早年进入正规艺术院校

学习，师承诸多名家。1925 年考入南

京美专，从沈溪桥、梁公约、谢公展等

学习书画。1929 年考入由吴昌硕创

办的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师从黄

宾虹、王一亭、潘天寿、诸闻韵、贺天

健、张善孖、王个簃、诸乐三等学习书

画，师从曹拙巢学习诗词。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陶

博吾书法五体皆能，尤以行书、篆书

为擅。他的行书，稚拙天真，一任自

然，无拘无束，不假雕饰；他的篆书，

尤得力于散氏盘和石鼓文，初受吴昌

硕影响，终成自家面目。

陶博吾曾自述学书经历并有感

而发：“要想成为一个书法家，起码

的条件，必须有点个人风格。如果

只 习 一 家 ，专 攻 一 体 ，即 使 能 够 乱

真 ，也 只 是 一 个 书 奴 ，没 有 价 值 。

怎 样 能 得 出 个 人 风 格 ？ 自 然 是 遍

临 各 帖 ，吸 取 各 家 的 精 华 ，融 化 于

我的笔端，才会另有趣味。”对于学

习吴昌硕，他并不讳言：“我受吴的

影 响 当 然 很 深 ，爱 原 刻 石 鼓 ，更 爱

吴所书的石鼓，并从金石所载的石

鼓文字，集成联语九十六幅。本想

跳 出 吴 的 藩 篱 ，露 点 个 人 风 格 ，然

而 学 识 浅 薄 ，兼 之 书 外 之 音 更 少 ，

真 正 是 心 有 余 而 力 不 足 也 。”自谦

中透出自信。

林散之作为陶博吾的同学，曾评

价：“其诗、其书、其画皆一如其人，握

芝怀瑜，晚香犹烈，虽蹇困落拓而历

劫不靡。”启功评价陶博吾“石鼓文、

散氏盘铭文写得好，就功力来讲，达

到了吴昌硕水平；就夸张变形、生动

趣味方面看，超过了吴昌硕”。李可

染也说陶博吾“行书对联结体奇特，

个性强，又有趣味，篆书功力深厚，不

在吴缶老之下”。 尹瘦石则评价“陶

老的书和画变形变得很自然，这是他

个性的自然流露，不像有些人忸怩作

态、哗众取宠”。

“书法凝聚着民族文化的发展魂

韵，其象、其形、其韵、其神，皆在结体

的构建与线条的游动中凸显魅力，也

展示了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张力，更

体现了艺术家的人格。20 世纪的书

坛，风云起迭，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

不同的审美相互激荡。相对于绘画

的发展，尽管书法基本上在传统的线

性脉络上顺延，但也因承传先贤不同

的审美取向和艺术家个性的差异而

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风格各异的书

法家。江西陶博吾先生以其拙朴生

动的极具个性的艺术风格为世人所

推崇，虽然其身前隐于乡里，不为众

人所熟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

会越加发现其艺术上所散发出的经

久的魅力。”吴为山说。

陶博吾是陶渊明后人，他一生中

不乏儒者进取精神，在实际生活、学

习中处处体现出对“朴”的追求。主

办方表示，今年是陶博吾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也是时隔 30 年后，中国美

术馆再次举办他的回顾展。本次展

览 一 是 为 了 纪 念 陶 博 吾 的 艺 术 成

就；二是为了弘扬老一辈优秀艺术

家的优秀品格；三是为了促进人们

对艺术的学习与传承，以体现中国

美术馆在弘扬精品、培根铸魂方面

的责任与担当，同时实现对社会的

审美教育。展览得到了家属支持，

慷慨捐赠精品十余幅入藏，丰富了

中国美术馆对于 20 世纪书法序列精

品的收藏。

展览将持续至 6月 2日。

“金石气”的“金”指古代青铜器

上的铭文，如殷商、西周、春秋战国

和秦汉时期的钟、鼎、彝、簋、盘、镜

等；“石”则指古代的石刻书迹，如秦

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大量

碑刻、墓志、造像、经幢等。

“金石气”是中国书法风格的另

一大宗，在中国书法史上也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从书法史的发展看，金

石派书法的发轫较早，先秦和秦汉以

来，大量的青铜器铭文、碑刻、摩崖、

造像、墓志等，成为书法家表现自己

书法风格的重要载体。东晋至唐宋

以后，帖札盛行，加之北宋之后刻帖

的大量出现，使得碑派书法受到严重

的冲击。清代以阮元、包世臣、康有

为等为代表的碑学家，力倡碑学，使

得碑学大盛，其影响至今未衰。

关于“金石气”，历代书家有许

多论述，王铎曾说：“学书不参透古

碑，书法终不古，为俗笔多也。”他认

为要使自己的书法作品显得古拙，

摆脱俗气，最好的办法就是学帖的

同时参入碑的特点。所以王铎虽然

是明末清初的帖学大家，由于他潜

心临摹二王的法帖，又参入碑学的

风格，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什么是“金石气”？现代书画家

潘天寿概括得十分精辟，他说：“石

鼓、钟彝、汉魏碑刻，有一种雄浑古

拙之感，此所谓‘金石味’……古人

粗豪朴厚，作文写字，自有一种雄悍

之气。然此种‘金石味’也与制作过

程、与时间的磨损有关。金文的朴

茂与浇铸有关，魏碑的刚劲与刀刻

有关，石鼓、汉隶，斑剥风蚀，苍古之

气亦醇。古代的石雕、壁画，也都有

这种情况。这些艺术作品，在当时

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自然是已经

很好，而在千百年以后的现在看来，

则往往更好。”（潘天寿《谈汉魏碑

刻》）潘天寿先生不但精辟地概括了

古代书迹中“金石气”的渊源和特

点，而且还对其在现代艺术审美中

所表现出的特征，表示赞叹。所不

同的是，近现代以来的书法家，则要

用柔软的毛笔在宣纸上，来模仿、追

求和创造书法作品的金石趣味，这

就需要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在创作

实践中，书法家所写出来的作品既

不能没有一点金石趣味，也不能一

味地描摹和颤抖。

在这一点上，清代的何绍基作

得比较成功，他发明的回腕法，则是

有意在追求涩势和行笔的苍茫趣

味。而清末民国时期的李瑞清也在

这方面进行了探索，但他的行笔过

于颤抖，笔笔颤抖，写隶书颤抖，写

楷书也颤抖，就有些过头了，反而不

如他的学生胡小石把握得好。历代

以具有“金石气”风格、以碑派书风

著名的书法家有钟繇、郑道昭、李

邕、颜真卿、邓石如、伊秉绶、何绍

基、吴昌硕、康有为、李瑞清、吴大

澂、沙孟海、刘自椟等。有许多精彩

的西周金文和汉魏碑刻书法作品，

都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但这并不

影响这些作品本身金石气的茂美风

格，其将传之久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金石气”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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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 陶博吾

碑刻历来都是书法临习的范本，从汉魏六朝开

始，碑刻不断走向成熟。到了唐代，碑刻的书丹水

平、镌刻技术等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石碑形

制、书法章法上也日臻完善。一般而言，碑石尺寸较

大，整装碑刻拓片虽然能最大程度地保持碑刻的原

貌，但由于拓制的难度及保存、翻阅的不便，在拓片装

池时，多用剪裱（割裱），即将尺寸较大的拓片剪成条，

依照原拓的文字顺序分条装裱成册。古代书家在学

习碑刻时已经注意到剪裱带来的章法遮蔽，清代李瑞

清认为：“古碑剪裱则觉大小参差，而整张视之，不见

大小，大约下笔时须胸有全纸，目无全字，此非从事钟

鼎者不能知也。”早在二十多年前，米晨峰就指出：“现

在市面上流行的影印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割裱失误，

歪曲了原碑章法、格式的真实性，从而损害了影印技

术的科学性、忠实性声誉。”因此，在碑刻书法的欣赏

学习中，我们不仅要关注笔法、结字，更应该从宏观

的角度出发，体会碑刻的整体章法风貌。

章法是点画、结字、布白的总合，是空间与时间

关系的统一。古代书论对于用笔和结字的研究较为

深入，关于章法的论说则散落在书论中，缺乏系统

性。传为东晋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有“分间布

白，远近宜匀，上下得所，自然平稳，当须递相掩盖，不

可孤露形影”的论断。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认

为：“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

也。余见米痴小楷，作《西园雅集图记》，是纨扇，其直

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关于碑刻

书法的章法，陈方既《书法技法意识》认为：“每个字独

立自足，一般不存在上下左右的照应，全篇的字写来

只要统一，大小一致，看是一次写成的就行，已成篇的

字，一个个字可以抽出来互相调动位置（就像铅字可

以任意组合），而不存在行气是否连贯的问题。”这样

的论述未免有些武断，在经典碑刻的书法章法中，看

似“统一”“大小一致”，甚至“可以调动位置”的字，其

实是书家在煞费苦心地经营位置。如汪永江在《书法

章法形式原理》一书中就对《张迁碑》的章法作了细致

的解读。他从章法的形式原理出发，从中国传统哲学

的阴阳关系及其衍生的宇宙观入手，分析了《张迁碑》

章法的时空秩序，认为碑阳章法“前半程茂密方正，后

半程疏朗圆融”，前后的字距、行距、用笔、体势等空间

变化，从而形成“时间节奏上，先静后动，由严谨庄重

渐趋动态多姿，中段庄谐交互，动静相参”。同时，他

还注意到《张迁碑》碑额“署书鸟虫化处理，强化满白

布局与碑阳风格相呼应”，碑阴部分“因临时从宜，笔

法简约，陪衬正文，主次有序”，让人耳目一新。

一般，一方形制完整的碑由碑首、碑身、碑座三

个主要部分构成。碑首的书法以篆书、隶书、楷书为

主，镌刻方式分阳刻、阴刻两种，位置居中，版式规

整、分行书写。碑身的书写则与古代传统书写习惯

一致，多为自右向左、自上而下的纵式。为了书写的

整齐美观，正文大多有边框和界格，遇到旨诏、天子、

圣讳、家讳、佛尊等内容时，采用空格或提行的形式

以示敬重。由此可见，碑刻书法章法处于碑刻形制

和书仪的规范下，并不完全是书丹者的自由发挥。

书丹者在遵循规范的前提下，协调统一碑刻书法的

章法与碑文内容，并进行艺术性的创作，在展现精湛

书法造诣的同时，也体现出时代的书法风貌。

现存于陕西西安碑林的《道因法师碑》是保存较

为完好的唐代楷书碑刻之一，书丹者欧阳通与其父

欧阳询并称“大小欧”。碑文详细记载了道因法师一

生的事迹，全碑高三百二十厘米，宽一百四十厘米，

共三十四行，满行七十三字。章法完整饱满，虽然界

格的使用让单字相对独立，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精

微之处发现欧阳通的匠心独运。碑石是垂直的，界

格是规整的，但在一行之内，字形大小错落，“单字轴

线”也不完全在一条直线上。如第二十七行第五十

列的“屣”字稍大而结体偏方，第五十一列的“于”字

稍小且结体偏扁（相比于碑中其他“于”字如第二十

五行第一列），而第五十二列的“梦”字又偏大而修

长。再如第八行第二十二列的“行”字、二十三列的

“饬”字都明显偏于界格左侧，甚至撇画都已经超出

了左边的界格。由于右边第七行的“乃”字、“发”字

轴线已经偏左，这样的章法是必然选择，却又不显得

突兀。左边第九行“遍”字的捺和“讫”字的钩都舒展

而又完美地错开了撇的伸长，如果说第七行的“乃”

字、“发”字是书写过程中章法上无意识的结果，那么

第八行的“行”字、“饬”字则是有意识的安排，而第九

行相对应的“遍”字、“讫”字更是巧妙的处理。在文

字相同、笔画相近的章法布局中，同样能看到微妙的

变化。如第一行第一列的“大”字偏高，横画落笔较

重且撇捺左右伸展对称，端庄大方，散发出“大唐”二

字的威严气象；第二行第一列的“大”字，撇呈兰叶

状，重心稍左倾，字重心居中，表现正文开篇的中正

之态；又如第二十三行第二十五列的“重”字，末笔长

横，收笔回锋下顿，而第二十四行第二十五列的“坐”

字，末笔长横，收笔如隶书一般向上挑出，因“重”字

右边第二十二行的“遂”字，乃至第二十一行的“永”

字都已经有向右出锋的捺了，所以“重”字的长横收

笔含蓄，且字轴线偏左，有避开锋芒的味道。而“坐”

字居中，有一长横出锋笔画，但出锋竖直向上而不偏

右上，也有避让之意。整篇的用笔多露锋，尤其是长

横、捺、钩等笔画多挑出，富有隶意，而恰到好处的字

距使得点画有收放自如的空间。可以看出，在书丹

过程中，章法随着书写进程的推进被有意安排，用笔

瘦硬劲健，结字内紧外松，寓巧于拙，平中见奇。

明清以来，随着展示环境和展示方式的改变，书

法作品更多的悬挂在展厅大环境中，观者欣赏的角

度也从桌案俯视变成了墙面的平视、仰视，使人们得

以更加直接地关注作品章法。随着信息时代的到

来，整拓图片的保存和传播得到迅速发展，近年来新

出版的碑帖书籍资料中，已经有不少附录有原碑或

整拓图例，使得章法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碑刻书

法作为大尺幅竖式作品的典范，展现出崇高庄重的

庙堂之气。在全国展赛展出的大尺幅作品中，有很

多学习借鉴经典碑刻书法章法的形式。如作品正中

的标题以篆额、隶额的形式书写，正文部分行列有

致、疏密得当。有的作品还化用碑刻的形式，将标题

书于作品右上方，并补上类似碑刻题记的跋作为款

识的一部分。碑刻书法的章法与笔法、结字息息相

关，在端雅严整的风貌下隐藏着的诸多精微变化值

得我们细细咀嚼。

道因法师碑（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