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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之难在于境界
——孙鹤书法艺术沙龙侧记

本报记者 续鸿明 王溪楠

书坛传真

中国书法院成立于 2004 年，是国

家 级 书 法 创 作 与 研 究 的 常 设 机 构 。

2012 年 11 月，中国书法院原任院长王

镛退休，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江苏书

法院执行院长管峻出任院长。他曾表

示：“不舍江苏，今后将两地奔走，为中

国、江苏的书法事业尽自己最大的力

量。”管峻上任后便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履职时的承

诺，引领中国书法院在原有基础上进一

步走向多元发展的道路。

日前，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专

访管峻，请他就中国书法院的规划、自

己习书的心得、对当今书坛现象的思考

等话题发表了看法。他介绍，今年将举

办书法院成立十周年大展，并设立“中

国书法院奖”。他谦称：“我感觉管理并

不是我的长项，我知道自己最大的长处

还是管好自己手中的毛笔。”

设奖帮助有潜力的书法家

美术文化周刊：对书法院发展有怎

样的规划和设想？

管峻：中国书法院在王镛老师的带

领下，无论是创作、研究，还是培训方面

都有独到之处，为书法界做了很多有益

的事情。我到任之后，基本还是秉承书

法院原来的方向、目标和指导思想，在

人员构成方面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在中国书法院这个平台开展工作，

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今年正

值书法院建院十周年，我想借这样一个

契机把几件事情开展起来。首先是设

立“中国书法院奖”。考虑到书法院有

自己的专业创作队伍，也应该有个自己

主办的奖项，光靠上级单位给钱是不行

的，要自己想办法筹钱做这件事，我们

就找到了江苏省海澜之家集团共同出

资设置了这个奖项。其次是创办一份

学术刊物。书法院作为一个学术机构

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和话语权，这就需要

办一份自己的刊物。我认为这本刊物

要尽可能办得学术性强些，尽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引领书法的发展方向。第三

是 办 一 个 属 于 中 国 书 法 院 的 学 术 论

坛。现在全国的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

批评发展得很迅速，但是还不成体系，

希望能藉着这个论坛的建立在书法界

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第四是采取合

理的方式培养更多的人才。现在全国

从事书法的人数并不少，但真正能留下

来的作品、令人信服的大家其实不多，

我们想在全国发现一批年轻有为的、有

潜力的书法家并帮助他们。这也是设

立“中国书法院奖”的主要目的。

其实，我感觉管理并不是我的长

项，因为我知道自己最大的长处还是管

好自己手中的毛笔。我从小便开始写

毛笔字，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离开它，最

大的兴趣和长处也在这里。但是既然

这个位置选择了我，那就必须认真做

好。做得好不好是能力问题，去不去做

则是品德问题。我希望在自己有限的

能力范围内把事情做好。

美术文化周刊：今年计划开展哪些

活动？

管峻：今 年 ，我 们 要 做 的 展 览 很

多。重点是中国书法院成立十周年大

展，参展人员包括院里的顾问、研究员，

还有书法院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是

“中国书法院奖”的展览。此外，还有

“全国中青年优秀书法家提名展”“渊源

与流变”系列展以及一些对外交流的展

览等。值得关注的，还有中国书法院副

院长李胜洪先生的个展。

写字不该被时风左右

美术文化周刊：目前书法展览非常

活跃，同质化的现象严重，如何避免这

个问题？

管峻：这种倾向一直存在，也是一

种大的趋势，就像社会上流行的很多事

物一样，不应盲目地排斥它，因为人们

习惯有一个标杆立在那里。书法热经

历了 30 多年，什么风都吹过，是碑是

帖、是拙是秀都流行过。对此我认为，

一定要把自己的个性、追求跟传统、时

代结合，形成一种独立的艺术思考，这

样就不会被各种风气所左右，做到以不

变应万变。对于跟风的现象，有正确的

引导是很有必要的，所以现在一些书法

教育培训机构的设立也显得很重要。

但是书法风格百花齐放的局面也是应

该存在的，因为不论是哪阵风吹过去，

多少还是会留下一些好的东西。现在

书坛大的氛围很好，只要大家能沉得下

来，有自己独立的艺术思考，不被时风

所左右，做到继承传统、结合当代，我想

一定会有优秀的书法家出现。

美术文化周刊：你曾说，你的楷书

走褚遂良一路，选择的这条路是比较艰

险的。目前的展览中，行草书居多，楷

书似乎受到冷落。当代楷书能不能形

成一种新的风貌？

管峻：我认为楷书历来还是很受重

视的。在全国性展览中，楷书占的比例

还是比较高的，书协也专门设有楷书委

员会。其实喜爱楷书的人很多。它的

难点在哪里呢？在我看来，因为历史上

的楷书高峰太多，所以无形之中受到了

不少条条框框的限制。这种书体写出

来好看不好看常人就能一目了然，但书

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练习才能得到认

可。比如唐楷，它非常严谨，要写像没

有十年八年功夫是很难做到的，相反，

你把这十年八年的时间投入到其他字

体的练习，就有可能成为一位很有名的

书法家。此外，楷书写得光像古人还不

行，还需要博采诸大家之长，取法的资

源多了，才能有自己的东西出来。这都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完成，可是这个

时间是一般的人不太愿意消耗的，或者

说太多的人消耗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

却很难把它做好。这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解释现今展览中楷书占的比重略小

的原因。

我在小时候就受到老先生指导，学

楷书下了大量功夫，在这方面我有点发

言权。坚持写楷书的人令我很钦佩，但

是我要提醒他们，写楷书要动脑子。楷

书并不像外界所认为的缺少情趣，相

反，我认为没有哪一种字体像楷书能让

你坐在那里写得一动不动，而且还很快

乐。有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跟我开玩

笑，说他研究过从古到今凡是长寿的书

法家都是写楷书的，从钟繇到文徵明，

比比皆是。后来我想，研究书法像练气

功一样，可以让人完全沉浸在安静的氛

围里面的只有楷书。

好的书法家当书画兼修

美术文化周刊：你书画兼擅，如何

看待书画的相互影响？

管峻：书画相互影响，从古至今都

是存在的，是不变的艺术规律。历史上

的绘画大家没有几个是书法不好的。

我从小受到老先生影响，写字、画画基本

上是同时学起的，我特别仰慕书画兼修

的艺术大家，那时我就立志要成为他们

这样的人。后来我大学上的是中国画专

业，对中国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学习。

我的老师陈大羽先生告诉我：“管峻你书

画都学是件好事，现在很多人只学画或

只学书，从长久来看，这样是不太平衡

的。因为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想要走

得深、走得远，修养的全面非常重要。”尽

管我现在参加的画展不多，但是我对于

绘画一直是非常喜爱的，而且从未间断

过研习，这二者之间相互的影响也随着

年龄的增长体会得越来越深刻了。

美术文化周刊：你认为一个优秀的

书法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管峻：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的问题。我个人的经验是，优秀书法家

要具备的基本要素有：第一，对书法这门

艺术要有正确的认识，除了写好字，不要

有太多的功利，再要求高点，就是要有理

想、有抱负、有追求。第二，要经过大量

的艰苦而卓有成效的临摹训练，对传统

经典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和认识，有较强

的书写和创作能力。第三，要有较高的

文化修养和理论见识以及其他的字外功

夫，如果会画画儿就更好。第四，对书法

有自己独立的认识，不跟风、不盲从。第

五，让自己更纯粹一些，在种种诱惑面

前，耐得住寂寞，做到宠辱不惊，也就是

说，心目中把写好字放在最重要的位

置。第六，要有自己最拿手的东西，术

业要有专攻。

尹成富书作展亮相保利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日前，由保利艺术博物馆主办的书法家尹成富“龙马

颂”书作展在该馆展出。展出作品以中华民族崇尚的龙马精神为主要内容，书体

有楷、行、草、隶、篆等，形式有中堂、条幅、对联、横批、扇面、手卷、长卷等。楷书

《少年中国说》、小楷《毛泽东诗词》、行书《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篆书《开张天岸

马，奇逸人中龙》、隶书《万马奔腾》、八尺草书朱德诗《赠友人》以及 60米长卷《楷书

恭录·行书今译孙子兵法》等作品各具特色，浑厚苍劲，字里行间彰显出书者以笔

达情的雅致。

尤褔初为驻华使馆送“福”字

本报讯 （记者冯智军）日前，“当代友好艺术使者走进大使馆”系列活动之“尤

褔初送‘福’72 国驻华使馆”媒体见面会在北京崇文茶画汇举办。在“2014 公共外

交元宵之夜”上，来自俄罗斯、意大利、日本等 72 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及嘉宾出席该

活动，书法家尤福初将 80 件“福”字作品赠送给 72 国驻华使馆。尤福初自幼学书，

深受沙孟海先生影响，对“二王”、米芾也深有研究，后又负笈进京研习书法艺术，

使他在书法理论上有了高度认识和独特见解，尤其擅长榜书创作。

书法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被中国社

会各界人士所关注，自古至今，从未因时代变迁而

被忽略。传统观念认为，书法家应有一定学识，书

法也应是学人必备素养，然世事多变，古今无同焉。

距离今天最近的一段文化辉煌，当属民国时

期。彼时由大文人引领书法风潮，使书法被赋予了

深厚的蕴藉之美，展示目前，耐人寻味。他们以学

问文章相濡染，论书品字，挥毫染翰，何等风雅。

近年来，孙鹤书法引起学术界、文化界、美术评

论界人士瞩目，正在于其书风明显有别于当今时

风，散发出既陌生又让人向往的民国时期的文人韵

致，其所折射的社会意义，已不仅在于书法本身，而

是超越了书法层面，成为一种可贵的社会文化状态

的体现。日前，国家图书馆学津堂特举办孙鹤书法

艺术沙龙，邀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

学评论》副主编蒋寅，美术评论家巴力，南京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书法系教师梁培先等作为嘉宾，与读者

现场互动，共同探讨孙鹤书法。

蒋寅总结了孙鹤书法的几个突出特点：“首先，

是文气重，笔墨中有一种文雅之气，一种文化气

息。再者，她的书法有一种很恬淡的心境和趣味，

见到孙鹤的字，会立刻联想起弘一那一类大师的状

态，这在当今的书法界里面比较少见。我们现在的

书法更多追求铺天盖地的气魄，甚至一种剑拔弩张

的感觉，但里面很有内涵，可玩味的文人趣味比较

少见。第三，有传统法度而又有强烈个性，风格独

特，辨识度高。”

蒋寅回忆了他印象深刻的《孙鹤书沈祖棻诗词

书法作品》。他说，沈祖棻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

出的女词人，她的词风没有现代人的痕迹，而是北

宋人那种清丽的格调。孙鹤是一位当代女性书法

家，她的书法却没有当代人的习气，而是有着古典

文人的风格，看到孙鹤书写的沈祖棻诗词，强烈感

到二者珠联璧合。他认为，这样的词只有这样的书

法风格和这样的书法家来写，才能够把词的内在意

境表达出来。

蒋寅认为，书法是中国艺术里最具民族性的或

者说最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艺术。如果跟西方

的艺术相比，它就是音乐，是高度抽象的艺术，可以

说是人的精神直接外化的一个形式，它比任何艺术

形式都更直接地展示了人的精神状态。书法之道

应先立其格，后求其变。孙鹤书法正是在对传统法

度的深入吸收后，获得了自然升华。其书法简而有

法，秀而含骨，彬彬雅量，文质半取，得草法之传，含

书卷之气；以气韵之闲雅，发帖学之精蕴，这与今人

不循正格而遽求诡怪，以致野体横行，荡而不返之

书法乱象，形成鲜明对比。学人与书法有着天然联

系，学者之识见往往令其对书法的洞见更为深刻、

客观和准确，并极具高度，代表了社会群体中衡量

书法品质的一种重要态度。

梁培先认为，孙鹤的书法有民国人的风范，民

国时期的书法家多是学问家，那批人有国学、新学

厚实的底子，他们的书法给人一种安静感，有一种

在书斋里面受过教养的那种心胸、气息的流露。孙

鹤的书法就是这样，她是在传统的文化氛围里面熏

陶出来的一个人，她本人的状态跟我们今天的社

会中那些浮浮躁躁的东西关系不大，她一直生活在

有点类似于过去老先生那样的一种心境里。就像

民国时期那批文人的状态，没有刻意创作书法作品

的欲求，却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其作品有民国人的

那种静气和书卷气，这种东西是跨越时代的，凭每

个人的直觉就可以直接感受到。

巴力认为，孙鹤书法与众不同之处是纯粹，孙

鹤书法多以自己的诗文为书写内容，这一点在当代

很难得，在自己所认识的书法家中很少见到。他还

展示了多幅孙鹤不同时期的自书诗文、联语作品，

如《咏谢道韫》、《访福州吊马尾港》、对联“斯文千载

诗书画，教化四方儒道佛”（此联原作现藏中国驻英

大使馆）等，其中《咏谢道韫》为咏才女组诗之一，书

法格调明快清丽；《访福州吊马尾港》是其对中法战

争旧址凭吊感怀，属访福州组诗之一，笔致朴厚凝

重；“斯文、教化”对联，作于出访英国之际，因代表

中国文化交流，特以隶书完成，以示郑重；还有其用

秦简牍书所作诗文等。

巴力提到有一种展厅中常见的现象，就是一二

百幅作品，像是出自一人之手，看署名，又是各不相

同。这就是作品雷同，缺少个性。艺术是绝对需要

个性的，但是在我们书法当中就缺少这一点。

孙鹤认为，书法之难不在技法，而在境界。她

对唐人孙过庭“古不乖今，时不同弊”8 个字十分推

崇，追求作品有古人的意蕴，又不是简单的摹古，而

有自己个人的精神。她尊崇古人“士先器识而后文

艺”的主张，注重学术养成，这使得她的书法有了与

众不同的、相应的文化状态。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由

联合国世界文化艺术发展基金

会、国际中国书画家交流促进

会等共同举办的“于右任黄宾

虹先生弟子刘田依书画作品

展”日前在京亮相，共展出 100

幅精品力作。刘田依系于右任

养子，于右任、黄宾虹弟子。此

次首度亮相京城的《标准草书

千字文》，是刘田依按于右任

《标准草书》原则，依古意补入，

大部分采自古代书家作品之中

的字体，从古帖中选用了 700

多字，共参阅了历代 380 多位

书家的碑帖，历时数载，编著完

成。这部凝聚刘田依多年研究

成果的《标准草书千字文》，作

为中国汉字草书发展史上承前

启后的划时代工程，不仅完成

了于右任先生的未了心愿，也

是对恩师艺术精神的最好继承

和弘扬。开幕式上，《刘田依书

画作品集》亦同时首发。

刘田依书画作品展在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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