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的青少年时代，都

曾有过学写毛笔字、练书法的

课程，老师拿出一些字帖，让我

们在上面依葫芦画瓢，也曾告

诉我们王羲之、颜真卿、欧阳

询、苏东坡等书法大家的传奇，

引人神往，立志要写出一手好

字。然而到了电脑普及的当今

时代，我们提笔写字的机会为

电脑键盘取代，更遑论手执毛

笔书写。

在远古，人们用树枝写字，

随后用毛笔竹管写字。许多年

后，中国人也开始用圆珠笔、钢

笔写字。现在，我们可以不带

一支笔，只要一张键盘就能手

指飞舞着输入汉字。书写工具

的 变 化 如 同 汉 字

的演变一样，拥有

自己的进化论。

然而，报纸上

的 新 闻 却 告 诉 我

们这样一个事实：

发 源 于 中 国 的 书

法 在 日 本 十 分 兴

盛，远远超过了中

国 。 不 但 学 校 有

书 法 课 ，书 法 教

室、书道会也遍布

各 地 。 在 郑 重 的

场合，人们都用毛

笔书写。据说，在

全日本，称得起书

法 家 的 有 百 万 之

众，而学习书法的

则有两三千万，平

均 五 六 个 日 本 人

中 就 有 一 个 练 习

书 法 。 这 的 确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比 例

和 数 量 。 而 与 之

相比，书法离中国

人的确很远。

书法起源于中国，在整个

东亚都有传播。书法退出人们

的日常生活，并不只发生在中

国，在日本、韩国等地同样如

此。然而书法在日本却比中国

更加盛行，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

现象。

过去，书法是中国每个读书

人都要掌握的，但现在，书法已

经成为欣赏的对象。一方面，普

通人越来越少用毛笔写字，而改

用电脑键盘、圆珠笔等工具；另

一方面，专心练习书法以求闻达

的人却不在少数——书法成为

艺术品就能够获得利益。

不过，当我们分析书法、毛

笔在现代生活中的角色和价值

的时候，却能从中发现这一现

象的合理之处：书法作品除了

成 为 艺 术 品 时 常 供 人 欣 赏 之

外，对于一般人而言，能写出一

手好字，其实具有一种身份的

象征。写一手好字，赠送予人，

这是惠赠；用毛笔写一封书信

给对方，这更能给人以尊重的

感觉。书法在一般的场合，已

经 成 为 一 种 隆 重 而 真 诚 的 仪

式。在日本，“ 书法”叫做“ 书

道”，在众多艺术形式中占有较

高的地位。实际上，“书法”成

为“ 书 道 ”，其 形 式 感 得 到 加

强。日本是个十分讲究礼仪秩

序的国家，作为身份象征的“书

道”，自然可以增强一个人的形

式感，使其被标签归类，继而为

普通民众广泛接纳。

另一方面，与电脑键盘，甚

至圆珠笔、钢笔等写作工具相

比，毛笔写字相当麻烦，笔、墨、

纸、砚，甚或再加铁镇，需要一一

具备，书法所需要耗费的时间与

心情，远不是一个普通的现代人

所能承受的。

毛笔写字的复

杂性也表明了书法

的另一种重要的特

殊功能：修身养性。

如果说用毛笔写信

是一种郑重的仪式，

那么对于书者自己

而言，则是一次心灵

和审美的锤炼。这

或许也说明了为何

用毛笔写字就是“书

法”，而敲击键盘输入

的只是字本身而已。

事实上，“缓慢”

是许多艺术品的特

征：一首诗比一篇说

明文更慢，一部安东

尼奥尼的电影也慢

过了好莱坞大片，同

样，书法慢过了电脑

键盘。尽管“快速”给

我们的物质生活带

来了极大的满足，但

这种满足并不能作

为取消“缓慢”的理

由，因为“缓慢”也是人的一种

需要。

当书法成为修身养性的艺

术、审美练习时，我们不再写书法，

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对于成本的

计算。忙于工作、进修、旅游、看电

影、聚会、健身、瑜伽、泡吧之类，使

得我们的时间尽被占用，谁也不愿

意做过于麻烦的事情。于是，我们

的闲适生活失落了。

我们对书法的放弃，还是一

种价值选择的结果。整个社会

的大众文化、流行词汇里没有

“书法”这一词条。普通人练习

书法缺乏价值认可，无法进步，

也是让人倦怠、放弃的原因之

一。从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

传统文化要得到良好的继承，需

要将之大众化。这也就需要重

新定义“传统文化”，譬如书法，

拆解其“高雅艺术”的阳春白雪

身份，还原它的实用功能，使之

可触可感可用。要让“书法”等

传统文化得到实际普及，这不

仅是专家可以说了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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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居庙堂高位 今成拍卖宠儿
——晚清重臣书法缘何走红

方栋巷

书
法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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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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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砚边随笔

书坛传真

近日，电视剧《天地民心》在

央视热播，主人公祁寯藻在历史

上确有其人，以其为代表的清代

晚期重臣的书法作品在近年拍卖

市场上也独树一帜，值得关注。

人品决定书品

祁寯藻（1793-1866），山西寿

阳人，字叔颖，号淳甫，又实甫、息

翁。嘉庆进士。历事四朝，辅佐

过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帝君，官

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

祁寯藻的书法艺术对后世曾

产 生 重 大 影 响，特 别 是 嘉、道 年

间，他曾被誉为书坛盟主。清末

民初，李放、马宗霍、常赞春等许

多著名学者，对祁寯藻楷书博采诸

家、融会贯通所达到的艺术成就给

予高度评价，认为“楷书称首”是言

之有据的。其实，祁寯藻在行书及

行楷书方面也有很高成就，其突出

特点是：点画神清骨秀，气血丰匀；

行笔婉畅妍美，爽健洞达；结字平和

峻丽，雍容端庄。既具蕴藉儒雅之

文化意味，又有雄阔开张的庙堂气

象。祁寯藻学识渊博，工书亦精鉴

赏，闻见广洽，与文化学养、刻苦功

夫合而成就“一时之最”。祁寯藻在

1838年创作的《行书八言联》对联，

在今年中国嘉德的拍卖会上，估

价 6 万 至 8 万 元，成 交 价 达 到 了

61.6 万元。

祁寯藻一生官做得大，字写

得好，为人更好。祁寯藻的书法，

自小篆入楷书而行书，广泛涉猎

名 家 古 法，应 规 入 矩，尽 字 之 真

态，功夫很深。而后悟生于古法

之外，兼集众长，自出机杼，意态

挥 洒，界 格 方 严，遒 劲 刚 健 。 他

深 居 宫 室，身 为 帝 师，但 能 摆 脱

“ 馆 阁 ”的 束 缚 ，以 风 神 骨 气 居

上，其 书 法 充 满 高 韵 深 情，坚 质

大气。《清代翰林传略》中称祁寯

藻为“一代书宗”。除对联外，祁

寯藻写的横幅也很有特色，在去

年的春拍中，祁寯藻在 1865 年创

作的行书“竹深留客处”镜心，估

价 3000 至 5000 元，成交价为 5.375

万元。

时代造就精品

清代书法在近 300 年的发展

历史上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蜕变。

它突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

笼，开创了碑学，特别是在篆书、

隶 书 和 北 魏 碑 体 书 法 方 面 的 成

就，可以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

明代草书相媲美，形成了雄浑大

气的书风。尤其是碑学书法家借

古 开 今 的 精 神 和 个 性 的 书 法 创

作，使得书坛流派纷呈，一派兴盛

局 面 。 清 廷 取 仕 不 仅 看 诗 词 文

章，还看书法成绩，书法功底欠火

候者难以进入殿试。清末状元陆

润庠、刘春霖等都是有名的书法

家。晚清的书法与中期相较，虽

然大家不多，但是以祁寯藻为代

表的一批朝廷重臣的书法作品以

其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成为了

目前拍卖市场的宠儿。

以林则徐为例，他不仅是一

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亦以雅

善书法而闻名。林则徐的行草书

法成就很高，近年来受到市场的

追捧。这从 2004 年出现在拍卖市

场 上 的 一 件 行 书 横 幅 中 可 见 一

斑，其估价只有 3.5 万元，成交价

却达到了 33 万元。

曾 国 藩 对 书 法 一 直 情 有 独

钟，即使在战争时期仍坚持每天

写字，尤精楷书、行书。他初学书

法主要是临摹字帖，这正是历来

多数书法家主张并实践的路子。

但 到 晚 年，他 又 多 次 反 省 自 己：

“ 因 余 作 字 不 专 师 一 家，终 无 所

成。”可见，曾国藩对于初学书法

者，力主先师一家，然后方可采摭

众长，融为一家，以形成自己的独

特风格。在今年上海朵云轩的春

拍中，曾国藩的行书八言对联笺

本，估价 10 万至 20 万元，成交价

达到了 85.12 万元。其款识为：润

之尊兄鉴，涤生曾国藩。这件作

品是新加坡著名收藏家陈之初旧

藏，并有他的题签。

投资讲究技巧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之外，

在 晚 清 重 臣 中 ，擅 长 书 法 者 很

多。在近年来的拍卖市场上，随

着人们对于书法研究的深入和投

资口味的转变，这些名人书法纷

纷从二线价格，逐渐向一线书法

家靠拢。但是由于种种局限，许

多人对于这些名人书法的投资还

是存在着许多误区。因此，这需

要比购买一般书法家的作品更讲

究技巧。

综观祁寯藻的书法作品，价

格差异非常大，除了真假问题之

外 ，更 为 重 要 的 还 是 代 笔 的 问

题。根据有关史料记载，祁寯藻

的书法作品很多是其幕僚张穆的

代笔作品，由于张穆与祁寯藻在

书法方面交往甚深，书法功底互

相 了 解 ，故 张 穆 常 为 祁 代 笔 作

字。据近代史料笔记丛书《苌楚

斋四笔卷二》中记载：“明府（即张

穆）复工书法，当时专为寿阳祁文

端公寯藻代笔作字。”“光绪丁未，

予于厂肆中购得行书直幅，字迹

确为明府，下款则为祁文端公，可

见其事非诬。”这不仅发生在祁寯

藻的身上，在其他晚清重臣的应

酬式的书法作品中，也常常可以

看到代笔的现象，这无疑是需要

藏家注意的。

其实，如果要避免这种状况，

也有一个捷径可走，就是收藏这

些重臣的手札。相对大件书法作

品，手札往往笔墨更加随意：或下

笔 连 绵，或 错 落 有 致，或 欹 侧 生

姿。尤其是在对亲朋好友吐露胸

怀时，更无疑虑矜持，笔随情发，

一泻自然而已。有时家书语句，

更显朴讷真情，读来令人肃然起

敬 。 在 去 年 中 国 嘉 德 的 拍 卖 会

上，有一件曾国藩致曾国荃书札，

估价 6 万至 8 万元，成交价达到了

100.8 万元。

在 拍 场 投 资 这 类 手 札 的 时

候，一定要兼重其中的史料价值，

不仅仅是那些嘘寒问暖的话，像

左宗棠、曾国藩、曾国荃致沈葆桢

书札合册，在 2008 年拍出了 31.36

万元。这件拍品以独特的形式保

存了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

期的思想、军事行动等珍贵史料，

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问：你在中国传媒大学当教

授，还是知名诗人，到底是什么原

因使你突然转向了书法创作，并

且是甲骨文书法创作？

陆健：甲骨文字是中国古人

智慧早熟的天才体现。5000 年前

就拥有成体系的文字，这是每一

个华夏子孙的骄傲。我第一次接

触到甲骨文时，简直可以形容为

被它彻底“击中”了。它的古朴稚

拙，那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中国古

代神秘气息，把现代人起码是我

自己反衬得多么渺小！既然无法

生活在他们中间，历史也无法倒

退，我认真地甚至是有些蹩脚地

向他们学习一些东西总归是有益

的吧？对我而言，这种吸引力是

很难抗拒的。

问：甲骨文难，甲骨文书法难

上加难，你最初是怎样走入这个

神秘大门的？

陆健：我尽可能多找与甲骨

文书法相关的书籍，用大量业余

时间研读、描摹，用手指在别人作

品上“描红”，乐此不疲。有时对

着契文、拓片可以流连几个小时，

几千年前的古人用笔写，然后沿

着笔画用铜刀刻下来，或者直接

刻写，那独特的、既象形又符号化

的字形结体自然而充满意趣。沉

浸 在 对 甲 骨 文 书 法 作 品 的 欣 赏

中，总是让人物我皆忘。我曾三

拜安阳，新朋旧友把酒言欢或品

茗聊天，话题总是围绕甲骨文书

法。我也将习作拿来请亦师亦友

的专家指点，拜会中国社科院历

史所的学者，电请各地朋友亲戚

就近搜集、购买资料，到我任教的

大学图书馆借阅尘封多年的《甲

骨文合集》，同步进行的还有近两

年来平均每天 3 个多小时的笔墨

训练。

问：甲骨文书法艺术的审美

价值表现在哪里？

陆健：殷墟甲骨文用今天的

眼光来看，确实初具用笔、结体、

章法等书法要旨，孕育着书法艺

术 的 原 始 美 ，颇 值 得 欣 赏 与 品

味。郭沫若在早年出版的《殷契

粹编》中对甲骨文的书法美备加

赞赏：“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

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

神 往 。 文 字 作 风 且 因 人 因 世 而

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

乙之世，文咸秀丽。而行之疏密，

字 之 结 构 ，回 环 照 应 ，井 井 有

条 ……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

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

颜柳也。”

简而言之，甲骨文书法艺术

风格有劲健雄浑型、秀丽轻巧型、

工整规矩型、疏朗清秀型和丰腴

古拙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

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

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

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

有书法之美。正因为如此，在当

今 书 法 艺 苑 里 仍 然 茁 壮 生 长 着

“甲骨文书法”这朵奇葩。

问：学习甲骨文书法前后感

觉自己有些什么变化？

陆健：世俗社会是浮躁的、功

利的、使人焦虑和惶惶不安的，社

会转型期尤其如此。虽然写诗和

做学问都让我对此有不同程度的

排斥，但练习甲骨文书法能让我

内心愈加沉静。每次创作，我都

需要先练习半小时的基本笔画，

调整呼吸，气沉丹田，心中无我，

才能感觉自己和古人息脉相通，

创作才能正常起来，像做瑜珈一

样。之后无论读书还是写作，“心

手双畅”的情况似乎也渐渐比过

去多了。

问：书法艺术的生命力在于

其独特性或曰不可复制性，你的

甲骨文书法所追求的个性与其他

书法家有何不同？

陆健：我觉得西泠印社丁辅

之先生的书法有着现代印刷体一

般的严整规范；中国美院刘江先

生 作 品 厚 重、大 气，融 有 魏 碑 之

意；浙江吴蓬先生书作切近“原生

态”甲骨文字，铁锥划沙，劲健古

拙；河南安阳张坚先生承袭董作

宾先生美学理念，前溯古人，拙中

透巧；刘顺、刘颜涛先生在字的结

体方面尤为着力，“典雅俊逸，骨

力瘦劲”（张海语）；魏峰先生的笔

墨 浸 染 画 意，大 斧 劈 皴，畅 快 淋

漓。我自己的近期目标定在儒雅

润朗，融隶融楷，孜孜历练，以求

翻新。

问：通常书法作品的书写内

容大多是言志抒怀，而我看到你

的 书 法 近 作 中 不 乏 诙 谐 幽 默 之

作，你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陆健：中国书法作品的内容

多为劝善、劝学、励志、祈福或溢

美之辞，近乎约定俗成。中国人

不是没有幽默感，只是在书法内

容上难得反映，郑板桥的《难得糊

涂》是特例。我的那些诙谐幽默

之作集中于即将出版的《陆健书

法 作 品·亦 庄 亦 谐 集》里 面 ，比

如，《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释文

为“ 天 之 将 降 大 任 于 斯 人，我 诚

不知斯人为何人”，《纵横天下》

释文为“纵横天下者古英雄多矣

哉，如 今 四 顾 茫 茫，惟 阳 澄 湖 大

闸 蟹 耳 ”，共 有 21 幅 ，均 为 此

类 。 这 是 一 种 尝 试 。 我 希 望 自

己的作品登得大雅之堂，同时我

认 为 书 家 的 部 分 作 品 作 为 案 头

阅 读 之 作 也 并 无 不 可 。 少 数 书

家的书写内容滞后于时代和现代

人审美需求，亟须来一个“与时俱

进”的改变。

问：你潜心研究甲骨文字，对

甲骨文书法已经有了独到的见解

和实践，你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陆健：我尝试着把学者的儒

雅、诗人的聪慧与书家挥毫的技

巧 融 为 一 体，笔 法 为 主、刀 法 辅

之，令作品古拙、纯厚、苍劲、遒

健，腴润之气和现代气息兼而有

之。甲骨文书法作品不可能有违

当代人从 1000 多年沿袭下来的欣

赏习惯、审美趣味，尤其是书法已

经 从 实 用 功 能 撤 出，进 入“ 纯 审

美”范畴，成为厅堂文化。甲骨文

当初的主要功能是记录占卜结果

的，得到结果之后绝大多数被归

档、保存，束之高阁，它与今人创

作书法的需要与交流方式距离颇

大。既然是甲骨文书法，仅有文

字属于甲骨契刻时期，无视古人

运用当时工具的艺术创造及其视

觉效果，恐怕说不过去。古人以

刀 为 笔 契 而 为 文 的“ 笔 感 ”“ 笔

调”、气息、韵致，甚至行笔速度等

等与今人颇有异趣，然并非无法

借鉴、摹追。总之，今之貌相含古

人基因、独特风神，应是我不断追

求的目标。

契精字美 令人神往
——与甲骨文书法家陆健一夕谈

王晋军

宝鸡将办“翰墨石鼓”名家邀请展
本报讯 （记者续鸿明）日前，

中国书协和陕西省宝鸡市人民政

府联合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记

者获悉，“中国·宝鸡首届‘翰墨石

鼓’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将于 9

月下旬在宝鸡中华石鼓园举行。

组委会将邀请中国书协顾问、主

席团、理事、各专业委员会等书法

名家 200 名，国展和兰亭奖获奖作

者 100 名参展。此次活动阵容强

大，名家荟萃，是近年来中国书法

的一次盛宴，更是中国书法界一

次寻根祭祖之旅。

宝鸡 古 称 陈 仓，素 有“ 炎 帝

故 里 、周 礼 之 乡 、东 方 佛 都 、青

铜 器 之 乡 和 民 间 工 艺 美 术 之

乡 ”的 美 誉 。 我 国 早 期 的 石 刻

文字——石鼓文，初唐时就在宝

鸡 渭 河 南 岸 的 石 鼓 山 上 发 现 。

千百年来，歌咏者、研究者、摹写

者 世 代 绵 延 不 绝 ，康 有 为 誉 其

“石鼓为中华第一古物，既当为书

家第一法则”。这块孕育金石文

化的沃土、中国书法重要的源流

之地，还有数万件青铜器出土，尤

以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虢季

子白盘等闻名于世，九成宫醴泉

铭碑也享誉华夏，充分显示了宝

鸡 得 天 独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2006

年起，宝鸡市投资 3 亿多元兴建

“中华石鼓园”，着力打造石鼓文

化品牌。

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赵长青表示，宝

鸡的石鼓山是名副其实的汉字之

根系、书法之源头、书家之圣地。

此次活动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

解石鼓文化，喜爱和练习书法艺

术，以此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民

族自豪感。

边宝华书法展亮相荣宝斋

本报讯 由国家行政学院书

画研究院、中央国家机关书画协

会、中央数字电视书 画 频 道 共 同

主 办 的“ 边 宝 华 书 法 作 品 展 ”

日 前 在 北 京 荣 宝 斋 美 术 馆 举

办 。 全 国 政 协 副 主 席 李 金 华 、

陈宗兴在开幕式当天分别观看

了 展 览 ，全国政协常委、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主任陈福金等领导、

嘉宾及书画界 300 多人出席了开

幕式。

边宝华，字守和，笔名一方，

号养心堂主，1958 年 4 月生，祖籍

甘肃灵台。现供职于中国国家行

政学院办公厅，为中央国家机关

书画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榜书艺

术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师承佟韦、李铎先生，

擅长行草、隶书，其书作奔放潇

洒，质朴典雅，气度浑厚，风格清

新。本次展览共展出边宝华近年

来创作的作品 50 余幅。开展当

天，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边

宝华书法作品精选》同时首发，与

会专家围绕边宝华的书法创作进

行了研讨。 （一 欣）

书法家郭建勋收徒仪式举行

本报讯 7 月 25 日，著名书

法家郭建勋收徒仪式在京举行，

孙菊生、米南阳、黎晶、娄述德等

书画名家到场祝贺。此次收徒仪

式是以中国传统方式进行的，简

短而庄重。郭建勋希望弟子将书

法作为一辈子的修行，德艺双馨，

不断进取。

郭建勋，1953年生人，字华章，

号根堂艺人。自幼酷爱书法，临池不

辍，从事书法艺术30余年，形成了独

特的艺术风格。现供职于北京市

西城区人大常委会，任北京市书协

副秘书长、北京北海诗书画院院

长、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北京根

艺研究会副主席等。 （因 明）

曾国藩墨迹

祁寯藻墨迹

林则徐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