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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田：

当代书法亟待唤回传统文化精神

于右任草书亮相江苏盐城

本报讯 （记者冯智军）3 月 26

日，为纪念于右任先生诞辰 135 周

年，由中国国家画院、中国标准草

书学社等共同主办的“中国梦·盐

渎情——首届于门四杰国际书画

展”在盐城博物馆开幕，展出书画

作品近 300 件，其中包括于右任作

品 10 件，于右任的四位杰出弟子胡

公石、刘延涛、李普同、金泽子卿作

品各 10 件，还有来自中国国家画院

书法篆刻院送展作品，以及全国各

地与日本的作品参展。

对于右任创立的标准草书体

系 ，有 人 认 为 是 对 书 法 艺 术 的 限

制。胡公石弟子、中国国家画院副

院长曾来德则认为，这一标准草书

体系不是对书法艺术的限制，而是

让有志学习草书的人，在短时间内

能迅速找到入门的途径，这一体系

的创立对汉字书法艺术的发展有

着深远影响。

来自台湾地区的海峡两岸文

化交流协会会长陆炳文在参观完

展览后表达了观感：“数百幅作品

都是中国字，哪有南北之分？哪有

这岸和那岸之分？哪有国内和国

外之分？这充分体现了两岸文化

同源，是千古不变、不可磨灭，也不

可逆转、不可改变的事实。”

据了解，“于门四杰”国际书画

展在盐城展出后，将在台湾地区和

日本巡展。

李刚田谦逊、坦率，话语间给人一

种不怒自威之感。

2011 年他辞去《中国书法》杂志主

编的工作，聊起“卸甲归田”这两年，他

言语间透着松快：“黄山谷有诗句：‘痴

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感觉

自己老了，要多留点时间给自己。我感

觉自己这个年龄应该松弛下来，做自己

想做的事，做使自己愉快的事，工作、生

活、学习、创作，一切要顺应自然，所以

不必再去制定什么规划与目标。我现

在尽量减少社会活动，尤其是那些奢华

而无聊的饭局酒席。我在北京郊区租

了三分菜地，周末全家带上干粮到郊外

种地，亲近大自然。自强不息是年轻人

的事，老了不能再逞强，该息便息，佛家

说‘放下便是’。但我依旧会写字、刻

印、读书，因为干这些事使我愉悦，让我

体验着人生的美好。”

谈及书坛诸多现状，他不激不厉，

徐徐道来，意见中肯且颇有见地。

书法家应是“读书人”

美术文化周刊：书法的普及，是不

是书法就没门槛了？

李刚田：当下书法已从精英文化逐

渐走向大众文化，走向展览中的技术比

拼以及娱乐文化。原本属于“小众”的

书法篆刻具有了生命活力与可持续发

展的社会基础。但随之出现了一个问

题，即传统、封闭的书法篆刻要融入当

代社会，变为大众、娱乐的文化。这种

变化将使书法篆刻的独立性发生动摇，

使得书法与非书法、篆刻与非篆刻的边

界模糊不清。我们将用何种方式在保

持传统书法篆刻精神和基本艺术语言

的同时，把书法篆刻推向当代社会？从

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有许多值得研

究、梳理和总结的内容。

美术文化周刊：有人说当代书法家

“有墨无翰”，文化缺失，你怎么看？书

法和文化是怎样的关系？

李刚田：作为一个书法家，以全面、

深厚的文化素养为基础，从而深化艺术

创作思想，增强艺术创造、力是非常必

要的。我觉得写什么固然重要，但只是

具体的、形式的还不够，本质上是要提

倡书法家做一个文化人，也就是过去所

说的“读书人”。传统文人有两种内涵，

一是指其学识胸怀，要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要学而思、思而学；二是指其风骨

情操，这一点最重要，也是当下书法界

失落最多、亟待唤回的一种传统文化精

神。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仁，游于艺”，而今只剩下了“艺”，这是

最值得反思的。

大幅可视 小幅宜读

美术文化周刊：目前各种展览中书

法作品尺幅越来越大，追求所谓的视觉

震撼效应，如何看这种现象？

李刚田：与传统书法不同，当代展

厅中的书法创作是挂在墙上远看的，

很多人认为张扬个性的、具有形式感

的 笔 墨 表 现 才 能 在 作 品 对 比 之 间 凸

现出来。为了吸引眼球，作品尺幅便

出 现 越 来 越 大 的 现 象 。 看 展 厅 字 是

月 下 观 美 人 ，得 其 风 姿 绰 约 之 仿 佛 ，

读小品书法则是灯下观书生，要感受

其 眉 宇 间 的 灵 秀 之 气 。 二 者 的 创 作

技法与审美特征大不相同，其实古代

的 传 世 书 法 墨 迹 多 为 所 谓 的“ 小

品”。而当下书法的艺术属性越来越

独立，突出艺术形式渐渐成为创作的

首要目的。大展投稿动辄数万，展出

上 千 ，评 委 们 瞬 间 判 定 优 劣 做 取 舍 ，

读者在有压迫感的巨幅之中，在众多

作品的对比之间，在各种形式对眼球

的争夺之时容易走马观花，但看形式

之 美 ，无 心 顾 及 其 文 ，更遑论品读其

人。古今书法创作与审美的转换，时代

使然，潮流使然，不可对此贸然臧否，妄

作褒贬。

大幅可视，小幅宜读；可视者用目，

可读者用心；目视其外在形式之美，心

读其内在韵味之醇。大幅多重沿空间

展开的建筑般美，重黑白对比、空间构

成以及形式对视觉的冲击力。相比之

下，小幅虽也重形式，但更重沿笔势往

复和文辞节奏展开的流动之美与随缘

生机的自然书写性。

然世间大小相对而言，无此也无

彼。大事情的成败，往往决定于细节，

而从一个人的细行琐事中，也可洞窥

其胸怀度量。由此推及书法，大幅作

品不可虚张声势而索然无味，小品也

不可一味展示雕龙镂凤手段而流入甜

熟庸俗。小品要有纳须弥于芥子的内

在大宇宙，如尺水寸山的画幅，可使人

卧游千里，骋思无尽，由此及彼，由微

云及泰山，得大气象与深远境界。这

大气象与创作的技法、作品的形式有

着直接的关系,但最根本决定于作者

的 气 质 禀 赋 、人 格 修 炼 及 胸 怀 学 养 。

所以大幅作品是“造”出来的，小品则

是“养”出来的。

不可一味附庸“展厅效应”

美术文化周刊：关于书法审美变

化，专家不约而同认为现今进入“展厅

时代”，这种变化的内外因是什么？

李刚田：过去书斋时代的书法不

像今天很多作品是鸿篇巨制，那时多

为 小 品 ，在 窗 明 几 净 的 书 斋 中 ，在 掌

上、案头赏读书法，其特点是“口诵其

文，手楷其书”，这种将文词、笔墨、人

格糅合起来的审美方式，是中国古典

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真、善、美合一

理 念 的 表 现 。 在 欣 赏 一 件 书 法 作 品

时，不单单是对技巧形式的解读，文词

的内容以及作者的气质、人格都将对

书法审美有影响。

古人的书法是以“人”为核心，作品

顽强地体现着人的“在场感”。举个例

子，我们现在走进博物馆，一个厅在展

出当代书法作品，另一个厅是馆藏的明

清书法作品，当我们看过当代作品再走

进明清展厅之时，会有怎样的感觉？反

差应该说是极大的。当代书法展厅中

众多作品在形式上争奇斗艳、标新立

异，各以独立的形式风格彰显其个性，

这些形式给人们带来的更多是对眼球

的刺激，而不是给人以心底的震撼。当

我们走出这个展厅后，每个人的个性表

现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反之给人

以雷同之感。这是因为当代创作聚焦

于作品中个人的形式风格，而忽略了作

品所蕴藏的内在文化和人格魅力，使得

当 代 书 法 创 作 整 体 上 出 现 雷 同 的 现

象。走进明清书法展厅，在对作品的细

细品读、对笔势的细细玩味之间，有一

种与古人“晤言一室之内”的感触，这里

虽然表现出不同书家的不同笔法、体势

乃至审美感觉，但没有太多的形式张

扬，而是通过笔墨自然而然地透露出不

同文化风格和书家不同的气质秉赋乃

至人格魅力。

“展览体”失却自然本真

美术文化周刊：流行的展览形式会

对当代书法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刚田：当代书法处在大繁荣大

发 展 时 期 ，书 法 展 览 是 重 要 的 推 进

器。其形式也引发了当代书法从创作

本体到学术理念，以及书法生态环境

的深刻变革。

当下展览时代的书法创作，更多聚

焦于作品的形式构成之美与笔墨的表

现力。展览中的书法创作突出形式而

淡化其他创作理念，这决定了一切与创

作形式有关的技法都在强化、发酵、发

展，而与形式美关系不大的技法都在淡

化、萎缩、变异。章法上突出了其设计

性和美术性、工艺性的特点，夸张了黑

白对比的效果；笔法上则强调个性化的

点画质感而异化了传承的笔法程式，淡

化了点画之间的笔势关系；结构上更是

突出夸张变型的特点，解构经典样式，

以求出奇制胜的效果。作品空间构成

之美的强化与沿文辞与笔势展开的时

序美的弱化，使展览时代的书法变得只

可视而不可读，形式设计性的强化与自

然书写性的弱化使展览书法弱化了自

然本真。

时下为顺应展览，在创作中生出了

“展览体”书法。这种形式的书法解脱

了“文”与“人”的载荷而称之为“纯艺

术”。这使得书法创作不但与文字的表

意功能疏离，而且远离了当下人的社会

生活，远离了社会人群，与社会大众的

审美需求渐行渐远。一些创新者为了

求新求异，只求不与古人、时人、别人雷

同而悖离了美的基本规律。只求新与

奇而不顾美与否，只有刺激人眼而不求

感动人心。“展览体”如同走 T 台服装表

演，只可存在于舞台而不能使用于生

活。当下书法的种种表现、书家的创作

态度乃至生存状态，值得我们在“热闹

中著一冷眼”。

媒体应有担当与远见

美术文化周刊：专业媒体在推动中

国书法发展中应起什么作用？

李刚田：摆在当代书画专业媒体人

面前的课题，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

如何使媒体生存与发展，努力去占领市

场、拥有读者，力求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双赢，以适应当代书画繁荣发展的社会

需要。

选择是两难的：完全站在专业立场

思考如何办媒体而脱离当下社会，脱离

读者的阅读需要，不顾市场经济的规

律，将难以维持下去。如完全把办专业

媒体当生意来做，只考虑营销之道，而

忽视媒体的专业性、学术性、思想性、原

创性，短视和媚俗的媒体将会热闹一时

而终将失去品牌。二者比较，专业媒体

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专业与学术，这是读

者的根本需要。全神贯注保持媒体的

专业高度和文化品味，要表现历史渊源

的博大及当代创作前沿的鲜活，在学术

与经典中体现与读者的共鸣。这既是

办专业媒体长期的战略需要，也要具体

到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在这个前提

下，还要充分运用营销策略，保证媒体

的良性运行。

这就需要媒体人素质的多重性：既

是专业方面的专家，又懂经营之道，并

且能将自己的专业水平和市场能力在

实践中具体化。另外，还有一个专业操

守的问题，也就是职业道德，这对每一

个媒体人来说是根本，要有事业心、荣

誉感，要有尊严，讲专业良心，不被种种

诱惑所动。

在人们的印象里，书法艺术一直有些“曲

高和寡”，离现代普通百姓较为遥远。如何让

中国书法走下神坛，在广大群众中延伸、拓展

中国书法的艺术生命力？网络微信，这个实

时便捷的沟通工具正慢慢地带着书法艺术走

进人们的生活并普及开来。

古时的秀才获得知识的主要方式来自于

纸媒，抑或是“言传身教”。而在如今的信息

时代，微信以传播成本低、覆盖广、速度快的

优势，让中国书法在这种不受时空限制的“空

中美术馆”中尽情得以展示。首先，微信让曾

经的信息传播方式由垂直、线性，向扁平扇面

化急剧发展，微信的平台使书法艺术在传播、

欣赏、研究直至交易等方面成本降低。其次，

微信的信息传播由过去的即时性、单一沟通

朝多向性、散发性辐射发展。这种交互特点

易被各个年龄层面的受众所接受。还有，在

“眼球经济”的时代，人们每天都在关注“三

屏”，即电视屏、电脑屏、手机屏，这是因为人

们从中可以获取更多的资讯，并不由自主地

受其文化消费价值的影响。它的这些特点使

广大微友在“方寸”之间，就可以多方位、多角

度地对中国书法艺术进行淋漓尽致的欣赏、

品鉴，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感兴趣的

艺术家及其作品做无限的信息连接，从而对

其作出综合的艺术、经济、社会价值的诸项

判断。中国书法应该运用好这个平台，可以

把中国历代书法艺术理论、书家作品以及书

法艺术的历史沿革与创新发展等内容，制作

成一系列的微信资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形象直观地向公众发布、展示，以吸引更多

普通的百姓喜欢上书法艺术。总体来说，微

信对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品鉴方式、传播渠

道、继承发展等方面可谓是一次前所未有的

颠覆。

书法艺术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美学

内涵，但对书法作品的洞察与理解，却是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最近，与微友在朋友圈里创

作传播一种图片，叫做“意境书法”，追求美

观、大气、隽永、简洁，颇受微友称赞。这种形

式的书法作品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让更

多人直观层面上认识了书法艺术。

意境书法是通过书法与“意境”的完美结

合，形成情境交融、艺术视觉新颖的一种新的

书法艺术形式。意境书法的核心要素一个

是“意”，一个是“法”，尚法是书法创作的前

提，尚意是书法创作的过程，只有做到尚法与

尚意的有机结合，才能创作出高水准的艺术

作品。

意境书法的创作过程，是根据书法的意

象以及所彰显的外在形式来选择山、水、花、

草、树等图片作为书法的底衬，两者珠联璧

合，使原有的书法作品变得有骨、有筋、有血、

有肉。意境书法是有灵魂的。它不是书法与

图片的简单叠加，而是运用黄金分割法，在黑

白单一的书法作品背后，加以艺术剪裁、配

色、合成等处理，最终形成了意境深远的书法

作品。此外，意境书法还是有精神气质的，它

通过把书法和图片的神、情、韵、趣默契地结

合，让原有的作品更加形神兼备，甚至产生了

3D 效果，形象生动、鲜明可感，视觉上美轮美

奂，赏心悦目，奥妙无穷，形成了一种意境完

美、散发着生命力的意境书法作品。可以说

好的意境书法，它丰富了受众的思维和想象，

陶冶了大众的审美情趣，滋养了我们的精神，

实现了书法艺术为普通大众所吸引和艺术享

受的目的。

（作者为河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中央国

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

元钦墓志，原题“大魏故侍中特进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州牧司空公钜平县开国侯元君之神

铭”。志文称其“宦通两京，首登三事，燮阴阳于四海，谐水土于天下”，“三河六辅之民敬之如神明，七相

五公之家畏之如雷电”，生前之威势可知。志记墓主元钦至永安元年（528年）11月迁葬于西陵。墓志之

书即刻于此时。志高82厘米，广85厘米，37行，行35字，1916年洛阳城北张羊村北出土。曾归武进陶兰

泉收藏。

北魏墓志中保存了许多史书未曾记载或载之不详的重要史料，《元钦墓志》为其一种。元钦是恭景

穆帝之孙，官至侍中司空公开国侯，赠侍中太师、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史书记载，公元 528年，河北起

义军将领葛荣率军进攻洛阳，北魏朝廷为之震动。尔朱荣受遣，率精锐骑兵至邺县，击溃义军，俘杀葛

荣。尔朱荣也因此掌握了军政实权，并于同年，杀害无上王元劭、开始平王元子正等十三王及公卿以下

两千余人。元钦墓志中的“上天不吊，降祸斯人”即喻元钦是这次政变的受害人之一。

《元钦墓志》初拓本，现藏故宫博物院。为墨拓整纸本，已裱立轴。无缺损字。志文书体是标准的

“魏碑体”，锋棱毕见。唯撇捺较为丰腴圆润，体现了北魏末向东魏转型期的时代特征。通篇气格雅驯，

王家风度俨然，是魏志书法中的上品。此件为辽宁省博物馆藏品。

意境书法的微信传播

《元钦墓志》：标准的“魏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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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作品

本报书法版已推出《技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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