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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河北名家书画院成立一周年

当今领导拿起毛笔写书法，

一是陶冶情操、增加修养；二是沉

稳心境，把一天的操劳、繁忙消失

在笔底笔端是百利而无一弊的。

但真正把书法写到一定的水平，

让内行与外行都能认可是非常不

易的，这一点，连辑做到了。

连辑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

副主席，兼内蒙古大学校长，政务

极 为 繁 忙 。 我 的 好 友 李 东 辉 曾

多次向我提到连辑先生的书法，

但 我 始 终 不 以 为 然 。 后 东 辉 老

弟送我一本取名《祖国万岁》的中

国市长艺术作品集，由他和连辑

主编。封面 书 名 的 四 个 烫 金 大

字就是连辑以隶书写的，体势刚

劲 、有 金 石 味 、骨 力 遒 健。在这

本 画 册 里 ，共 收 连 辑 书 作 八 帧 。

我还从百度搜索到的有关连辑的

2600 多张图片中，查到了他大约

30 余 帧 为 不 同 单 位 题 字 的 祝 贺

性、纪念性、勉励性书作，再加上

两 个 画 册所收录他的书作，总共

已逾半百之数，是一次个人书法专

展的分量了。

通观连辑的这些书作，我有以

下几点看法：第一，就书体而言，以

行草和隶书为主，兼及篆书。行草

又是他所工诸体中最为成熟、最

为流畅变化而又形成鲜明个人特

色的部分。以其所书内容的长

短而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字

体特大而字数很少的匾额、对联

式和字体相对较小而字数又较

多的中轴式。篇幅长而又字数

多的一类，如书宋人卢梅坡《雪

梅二首》之第一首和他自撰的一

首七律《呼伦湖》。这两帧行草

书作，都写得极为酣畅淋漓，章

法布局，轻重搭配，都绝少可以

挑剔之处。依我看，可以代表他

的水平。至于篆书和隶书，也能

见出他的特点，篆书又有金文和

金隶体两类，字形都趋方、趋扁；

隶书，也有多字之长篇和大字匾

联之分。隶书长篇，多写得飘逸

洒脱，于随意中见布置，避让疏

密，都有讲究。需要指出的是，

他的各种书体，在书写实践中并

不严格区分，而是隶中常见隶书

笔意，篆书则有金文余绪，且时

见趋隶。在行草中，亦见隶法、

楷法。这种会通诸体、自铸笔法

的取向，显然从清人郑板桥的书

体中得到了启示。沈尹默曾经

以为郑板桥是有清一代最没有

资格列入书法家的人，后来认真

读了郑的一帧长篇书作，一改从

前的贬抑态度，把这位因“难得糊

涂”写得叉手叉脚，而又被鲁迅形

容为名士气十足的人物，称之为

清代成就在邓石如之上的第一书

法家。第二，连辑是真正的现职

政府官员、“封疆大吏”，因而该称

之为“官员书法家”。他的许多书

法创作其实并不完全业余，而是

融入了他的公务活动之中。比如

我从网上看到他的许多作品，都

是下基层视察、或外出考察、或接

待应酬的即兴之作：为鄂温克公

安消防队题写“火神”，为内蒙古

社科院成立 51 周年题“认识世界，

传承文明”；为集宁师专题“与时

俱进，再创辉煌”；为《河套文化》

题“黄河文明，源远流长；河套文

化，历史悠久”等。你去视察，题

了字，鼓舞了士气，人家高兴，何

乐而不为呢？第三，书法创作之

于连辑，是适情随性的活动。他

的《笔墨心得》是他书法创作理念

的真诚表达。连辑说，书画艺术

为他搭建了“闹中取静的精神家

园”，他徜徉于其中，感到从容、舒

缓，感到心灵的自由和无拘无束、

淡泊名利、从雅脱俗。我很欣赏

他这样的表述：“屈尊权贵和盲目

从众的意识、行为很容易让人丢

失自我，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书

画艺术为我保留了人格独立的尊

严。”看来，他虽“ 高余冠之岌岌

兮”，却仍不失为性情中人。用他

的 书 作，印 证 他 的 心 得，可 以 说

“若合一契”。

书 法 是 一 门 抽 象 的 艺 术 。

除了老祖宗留下的碑、帖去研习

借鉴，无论是笔画还是结构都要

有自己的理解，用自己对碑帖的

理 解，甚 至 对 生 活、对 姊 妹 艺 术

的理解去融合、去贯通。在一张

白 纸 上 如 何 去 造 险 ，如 何 去 避

让，如何轻重缓急、干湿浓淡，虽

说都是书写者的自由创作，但它

是 心 的 表 露，是 智 慧 的 表 露，是

对“唐宋元明清，篆隶真行草”的

表 露 。 以 上 这 些 连 辑 先 生 都 做

到 了，也 可 以 说，他 有 书 法 的 天

赋 。 有 这 样 书 法 天 赋 的 人 不

多。你可以把字写好，但难在把

书法写“妙”，这样的妙者在练习

书法的人当中千里选一、万里选

一，是 不 为 过 的，连 辑 先 生 是 其

中的一个。

连辑简介

汉族，1955 年 10 月生，

山西沁源人。大学学历，高

级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

1974 年 8 月参加工作，1975

年 10 月入党。现任内蒙古

自治区党委委员、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成

员。2007 年 8 月，被俄罗斯

布里亚特国立大学授予名

誉博士学位。

兼 任 中 华 民 族 文 化 促

进会市长书画艺术中心常

务理事、中国书画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书画月刊杂志社

名誉社长、中国国际经典书

画 院 总 顾 问 、中 国 书 协 会

员、河北名家书画院顾问、

内蒙古中国画院顾问、内蒙

古诗词学会顾问、内蒙古书

协高级顾问。

写字画画，原以为只是我茶余饭后的闲情逸致，可有可无。

不曾想，它断断续续伴随我许多年，占据了我大部分业余时间，成

为我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不知起于何时，书画艺术为我搭建起一座在高度物化的社会

中闹中取静的精神家园——

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散漫淡定的书画艺术让我生

活得舒缓、从容；

都市的生活空间越来越拥挤、狭小，空灵无际的书画艺术天

地宏阔，让我常常视接千里，神游物外；

也许是为了秩序，人们的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规矩的束缚，

法无定法的书画艺术任由我无拘无束；

追逐功利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会通病，唯美主义的书画艺术让

我渐渐地学会淡泊名利、从雅脱俗；

屈尊权贵和盲目从众的意识、行为很容易让人丢失自我，和

而不同、各美其美的书画艺术为我保留了人格独立的尊严。

我是一个不怀目的的书画艺术践行者。脚步无所谓起止，成

就无所谓有无，但我会这样一直走下去。因为书画艺术改变着我

的生活态度，充实着我的生活内容，提升着我的生活品位。

它是我的生活方式。

书 为 心 画
——观连辑先生书法有感

田伯平

笔墨心得
连 辑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宾友松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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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书法均为连辑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