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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抵 同 道 中 人 的 相 识 相 交

基 本 源 于 同 好 ，勿 论 是 在 何 种

情形或场合。与童兄志雄的相

识 便 是 在 一 次 书 法 界 的 聚 会

上，外形不失魁梧粗犷的他，言

谈 举 止 居 然 颇 为 沉 着 含 蓄 ，尤

其 是 酒 品 酒 风 太 过 文 气 ，让 人

很是意外。后来在看到他的书

法 作 品 时 ，才 不 禁 释 然 。 其 书

法 创 作 追 求 清 隽 古 雅 的 格 调 ，

看似行云，走若流水，既有逸兴

飞 扬 的 情 态 ，又 见 率 真 拙 朴 的

情 趣 ，刚 柔 相 济 ，气 韵 生 动 ，端

稳 谨 饬 ，沉 静 凝 重 ，豪 气 内 敛 。

他 的 字 就 如 他 本 人 一 样 ，焕 发

着精神光芒，透射着人格魅力，

散发着典雅浑穆的艺术芬芳。

艺品如人品。“ 书者，如也，

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

如其人而已。”清代刘熙载被广

泛引用的这句话，给予“ 字如其

人”一说极好的注脚。童志雄书

法艺术中投射的古典情怀，显然

不是做旧作伪的结果，而是性情

使 然 ，是 他 内 心 痕 迹 的 自 然 流

露。童志雄出生于湖南。在这

块人文荟萃之地，既诞生过毛泽东、

刘少奇、曾国藩这样的政治军事

家，又涌现过王夫之、谭嗣同、沈

从 文 这 样 的 文 化 名 人 ，而 欧 阳

询、齐白石等书画大家的灿若星

辰更是滋养了湘江的娴雅气息

与艺术传统。前两年我曾因公

平生首次去长沙，感触最深的就

是湘江两岸人们的那种对待生

活的恬淡心境与闲适姿态，整个

城市弥漫的并非如今司空见惯

的匆忙与紧张的气息，而是一种

潇散、一种平淡。童志雄的内心

情愫受到家乡文化传统的沾溉

实属再自然不过了，自小即酷爱

书画，写字作画成为其日常生活

中不可或缺之事。再则童兄很

早就在深圳这座现代化城市打

拼，从事书画创作、任杂志社总

编辑、主编《艺坛》报，在成功的

道路上始终与文化艺术接续姻

缘，编辑出版了诸多古今书画名

家和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展览、

全国书法大赛“ 冼夫人奖”等大

型书画活动的作品集，这对于他

书法创作的风格取舍无疑具有

耳濡目染的作用。

童 志 雄 的 书 法 所 以 被 书 界

行家注目，是因为其作品独具鲜

明 的 个 性 。 酣 畅 奔 放 中 ，每 一

笔、每一画都倾注了精气神儿，

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逐渐形成

了自己的风格。他的书法开张

跌宕，灵动自如，是力量也是信

念，是功夫也是悟性，巧妙地融

纳自己对人生世态的放达心怀

入于行草，将其自身豁达随和、

幽默热情而又从容淡定的个性

表现得淋漓尽致。

潇 洒 旷 达 的 艺 术 情 怀 于 书

法 诸 体 中 在 行 草 书 里 最 易 表

现，童志雄最擅长的是行草书法

自然也就可以想见。或谓一流

的书法家必须具备三个因素：技

法 娴 熟 、格 调 上 乘 、个 性 突 出 。

童志雄行草书法根基于颜真卿、

米 芾 ，又 从 董 其 昌 、王 铎 、杨 凝

式、李建中等处取法，形随意，意

寓情，情出神。点画刚劲有力，

疏密得体，笔意奔放，且浑圆淳

和。结体平中寓奇，神韵洒脱，

雍容大度。章法上错落有致，顾

盼生姿，流便舒展，在平正基础

上正欹相生，错综变化，潇洒 自

如 。 观 赏 其 书 令 人 赏 心 悦 目 ，

如品一杯好酒，顿觉全身贯通，

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童志雄最讲究用墨，从来都

是自己磨墨作书，墨色沉着，饱

满圆实，浑厚滋润。而这种对于

用墨的讲究恰恰为他的喜用渴

笔书写做了很好的铺垫，在饱蘸

浓墨之后信笔而书，愈写愈干，

愈干愈妙，笔墨苍劲，气度娴雅，

意态自如，有一种大朴不雕、寓

巧于拙的浓厚气息，萧然颇有林

下之风和简净空灵的禅意。其

技法的娴熟自不必言，而鲜明个

性正在勤奋中凸显，高古雅致的

格调也在日积月累中逐步养成，

假以时日，童志雄取得更大的书

法成就自是可以期待。

（作者系暨南大学书法研究

所副所长、副教授、书法博士）

1967 年 我 出 生 在 毓 秀 钟

灵、人文荟萃的湖南湘乡。这

里名宦巨卿，宿将贤哲，文豪诗

杰，代不乏人。

1973 年的一个夏夜，母亲

坐 在 桌 前 一 边 摇 着 扇 子 为 我

驱赶蚊虫，一边指点我描出点、

横、撇、捺。从此，每天都有 10

页描红，一 本 颜 真 卿 的《多 宝

塔》临写了 10 余年。读高二时，

新来的语文老师赵德惠见我用

毛笔写作文，甚是赞赏。在她的

帮助下，我拜访了当地很多书

法老师，受益匪浅。

在长沙求学期间，我系统

地对得益于颜真卿书法的代表

书家苏轼、黄庭坚、米芾、钱南

园等的书法进行比较、研究，并

仿东坡游学之举，到湖北赤壁、

杭州西湖等地采风，书法的审

美取向初步形成。

1991 年我到深圳，先后在

博物馆和杂志社工作，并始终

坚持书法学习、创作。1995 年

我在深圳博物馆举办书法展。

1998 年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与

同道组织书社。2003 年，与丁

正、郑荣明二兄创办、主编《艺

坛》，倾力“为艺术家的创作建

立交流平台，为艺术生活提供

展示空间，为艺坛十方构架联

通网络”。至今出版 80 多期，

赠阅书法界同道，受到全国各

省 和 地 市 书 协 广 泛 好 评 。 期

间，筹措经费，组织稿件，出版

发行，苦乐参半。

十余年来，编辑出版书画

集百多种，其中不乏有影响的

作品，如《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

展览作品集》、《全国篆书名家

邀请展作品集》、《全国书法大

赛冼夫人奖作品集》、《全国百

位书法名家精品集》、《龙年国

际书法大赛作品集》、《新世纪

全球华人书法大赛作品集》等

全国书法活动的作品集及武中

奇、阮退之、陈献章、陈景舒、陈

初生、梁鼎光等个人的书法专

集，并获广东第二届优秀出版

奖。在编辑工作中我不断扩大

视野，提高鉴赏水平，工作与创

作 相 得 益 彰 。 诚 如 丁 正 兄 所

说：“在生活中感受着艺术，在

工作中感受着艺术，同时也艺

术化地享受着生活和工作。”

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创新是

每一个书家探索的课题。精湛

的书写技巧固然十分重要，但

只 有 探 索 技 法 背 后 的 文 化 价

值，把握心灵的律动，才是追求

之根本，才能创作具有个人文

化音符特色的作品。

十余年来我着力手札的学

习与创作，抒发个性和感悟，并

把手札书写中布局、章法、墨韵

的整体性与书写的自然心态，

用到大幅作品的创作中，由精

微至广大，使作品形随意，意寓

情，情出神；点画刚劲有力，疏

密得体，笔意奔放；结构平中寓

奇，神韵洒脱，雍容大度；章法

顾盼生姿，流变舒展。

我 的 书 法 创 作 以 行 草 书

为主，取法颜真卿、苏轼、米芾、

王铎等，注重法度、意趣，追求典

雅，集浑厚自然与书卷气于一

体。对颜真卿庙堂气的结体，充

实茂密、气势充沛的章法，枯润

兼施、有节奏美的墨色以及纯任

自然、不刻意求工的书写方法，

尤为钦佩。至于苏轼，拙中藏

巧，隽秀中含端庄、淳朴，创作主

题意识强烈，注重意趣，体现文

人情怀。米芾笔致率意，结体倾

倒险峻，转换处多露机巧锋芒，

意趣横生，天真洒脱。而 王 铎

则用笔变化万端，在无法中解

放个性的精神创造，借助墨色

的变化，以润燥表现强烈的音

乐 感 与 大 写 意 的 泼 墨 意 趣 。

这 些 都 对 我 的 书 法 创 作 产 生

了重要影响。

这就是我上下求索的书之

妙道。

上下求索书之妙道
童志雄

童志雄，字湘卿，1967 年生，湖南湘乡人。广东省艺坛书画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

书法家协会理事、深圳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艺坛》报主编。

作品入展：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三届楹联书法大展、全国首届

行书大展、全国名家书法邀请展、全国书法大赛“冼夫人奖”作品展、国际书法名家邀请展等。

作品获奖：全国书法大赛“冼夫人奖”，广东省书法金奖，广东省首届、第二届书法篆刻“南雅奖”。

出版：《童志雄书法集》、《志雄墨迹》、《当代广东书法家系列·童志雄卷》。

交流：2001 年出访韩国，出席中韩书法交流展；2006 年出席国际书法大会；2009 年随广东书法家代

表团访问日本、韩国；2011 年随深圳市文联代表团考察匈牙利、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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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评翁同龢书法 行书手札

书概语 行书横披王士祯《焦山题名记》 行书横披

情寄典雅 笔写古风
——读童志雄的行草书法

蔡显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