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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意 随 心 ，文 化 同 行
—谢金龙书法作品评介

岳晓峰

谢金龙是当代雅士，精琴艺，善书法，他往往能从中国文化的深处

发掘出最具有生命力的表现。谢金龙所谓之“雅”，已经不是单纯的

“雅好”或“雅趣”，而是能够在传统文化的脉络中，创造新的文化价值，

书写时代文化之“大雅”，正如他的书法作品所言：创意随心，文化同

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和抽象性的书法，应随

时代的大背景持续创造，心随时代，笔意从心，才能从传统文化的

脉络中创造出更有时代生机和正能量的作品。坚持在文化脉络中

创新与书写，用中锋之笔坚守书之为道的根本，正是谢金龙书法作

品和创作精神的可贵之处。

书艺写文心

谢金龙的书法作品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创意随心，

文 化 同 行 ”，以 立 轴 的 方 式 呈 现 出 具 有 正 能 量 的 当 代 话 语 ，同 时

流 露 出 介 于 行 书 和 草 书 之 间 的 形 式 美 感：“创”字侧锋起笔，笔锋

尽显；在运笔的过程中，侧锋与中锋自由转换，张弛有度；在字的内

部结构和相互勾连之处，绞转迅疾，字如飞白。中国传统书画讲求

“知”“情”“意”的合一，其中“意”是高度抽象化又与心性表达息息

相关的概念，书法有“笔意”，绘画有“画意”，中国传统文人用书画

表 达 自 己 的 艺 术 理 念 和 人 生 哲 学 叫“ 写 意 ”，而 在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语 境 中 ，艺 术 创 作 讲 求“ 意 在 笔 先 ”和“ 形 神 兼 备 ”，意 随 心 动 ，谢

金龙就是用 当 代 之“ 创 意 ”，书 写 文 化 的“ 核 心 ”。

在 谢 金 龙 的 书 法 创 作 中 ，书 艺 即 是 写“ 文 心 ”。 他 常 书“ 精

气 神 ”3 个字，“精”字饱满，“气”字圆融，“神”字畅然，殊不知“精

气神”构成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人的基本认识和理解，精气神均源于

心性表达，正如王阳明“心学”所云：“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

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精气神”体现在心学的

善与恶、心与意之中，同样表现在谢金龙的书法作品上。写“精气

神”三字时他往往用中锋运笔，笔笔中正，由此可见坦荡之心性。

谢金龙写下的“精气神”每个字都自成一体，节奏均衡，书写过程中

每个字都重新饱蘸笔墨，起 笔 舒 缓 ，运 笔 渐 速 ，笔 墨 酣 畅 ，在 书 写

的 后 半 段 往 往 笔 势 飞 动 ，枯 笔 之 处 ，更 显 劲 健 。

对于“精气神”和“创意随心，文化同行”这类作品，谢金龙往往

用纯黑焦墨，下笔有力，“字正腔圆”，俊逸饱满。陆九渊《自杂谈》

中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

宙。”谢金龙书法的苍劲与饱满，就是传统“文心”的形象解读，正

因为在“吾心便是宇宙”的气魄下，其才能通过书写完成文心的现

代转化。刘勰《文心雕龙》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

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

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

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

之道也。”谢金龙在“学无止境”“精气神”“创意随心，文化同行”的

书写中，既完成了天地宇宙传统文心的承续，也完成了书法节奏、

章法的现代审美转换。

书象壮山河

谢金龙的书法源自于心性，书写于自然，呈现的是宇宙洪荒之

大视野，其通过书写，还原时代气象，正所谓“书象壮山河”。谢金

龙写的“敬天爱人”具有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沧桑感。“敬天爱人”4

个 字 ，谢 金 龙 基 本 上 以 枯 笔 写 成 ，笔 势 苍 遒 ，有 金 石 味 ，尤 其 是

“爱”字，结体以纵向取胜，点画迅疾，最后一笔回转有力。天与人

在谢金龙的书法创作中不是相互分离的概念，而是由敬至爱、由理

至情的信念转换，“人”字撇捺仅仅两笔，却有抱残守缺、抱朴守拙

之势，有天人合一的大智慧。

谢金 龙 的 书 法 创作不是时代的回响，而是用书写去创造属于

书法新时代的“山河”。他写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融通四海”

等书法作品，集中体现的是他对于新时代、新文艺、新风气的直接

体察和创造。谢金龙书法创作根植于文化传统，使得其作品给人

一种文化的通达之感，这种气魄正如他常常书写的“融通四海”，已

过天命之年的谢金龙常说，容是一种心态。英雄才俊自古有之，但

凡过我者，我自学习之，我向他看齐，古今学问，任尔探求。谢金龙

在自己的书写中无时无刻不在体现书法创作的生命气象，或是圆

笔 中 锋 ，或 是 侧 笔 藏 锋 ，线条笔走龙蛇，转折提顿尽显力道，其大

字筋骨饱满，小字蛟龙飞动，联句对仗工整，条幅气韵生动。

“上善若水”“道法自然”这类作品则集中体现了谢金龙“书象

壮山河”的大气度。书法之原本，源 于 自 然 之“ 法 象 ”。 东 汉 崔 瑗

《草 书 势》云 ：“ 观 其 法 象 ，俯 仰 有 仪 ；方 不 中 矩 ，圆 不 中 规 。 抑 左

扬右，望之若欹。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其

中所云之象是自然之象，是来自个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和体悟，

仰观俯察，最终书写到纸面上，方不限于规，圆不拘于矩，自然天

成。谢金龙的创 作 正 是来源于自己的天资和观感，道法自然，自

然天成，其笔势转折之间，体现的是自己的修为和心性。善行如

水 ，善 德 如 山 ，谢 金 龙 书“ 上 善 若 水 ”几 个 字 ，即 是 对 传 统 美 德 的

现代书写，也是自身价值观的自然流露，他不仅在琴艺和书法方

面成就斐然，平时更是热心慈善事业，用自己的书法和行动完成

了“书象壮山河”的时代诠释。

书道铸国魂

如果说“书艺写文心”“书象壮山河”立足于文化创造，那么“书

道铸国魂”则更注重民族精神的书写。作为广东人，又在深圳开创

了自己的事业，谢金龙见证了广东经济的发展和深圳的崛起。他

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化情怀，以“中国精神铸就

民族之魂”作为自己的生命操守，将中国精神内化为自己的人格力

量，并将这些代表中国当下主流精神的文字创作为书法作品，字字

铿锵，笔力劲健。

“用艺术情怀造就文化高峰”是谢金龙作为一个书法家的“中

国梦”，而这也是谢金龙最钟爱的题材之一。在谢金龙看来，这个

时代是艺术家应该有所担当、有所作为的时代，是艺术情怀重整民

族精神的时代，是用文艺创作建构文化高峰的时代。

谢金龙的书法作品“用艺术情怀造就文化高峰”体现的是其书

法创作行云流水般的书写状态，“艺术”二字联成一体，“情怀”二字

“貌离神合”，“高峰”二字作结，笔势回转有力。艺术，或者对于谢

金龙更确切地来说是书法，如何在新时代完成自身文化建构的问

题，谢金龙通过对主流话语和时代风气的书写，为书法在当代的文

化传承，为国民对于民族精神的认知，奠定了思想和视觉的基础。

“中华民族创造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件作品或许

最能体现谢金龙书法创作的初心。在谢金龙看来，书法家就是要

通过自己的创作，展现民族精神的内核，完善民族艺术的形式，创

造民族文化的高峰，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

才情、智慧和力量。

书法是谢 金 龙的语言，也是谢金龙的艺术生命，他用书法来撰

写文脉传承的“文心”，用时代风格丰富“山河气象”，用书法之道

铸就民族精神。作为一位书法家，他完成了书法精神的时代跨越。

谢金龙，广东人，毕业

于 中 山 大 学 中 文 系 ，书 法

家，建筑工程师，曾于同济

大学、北京大学进修。

谢 金 龙 少 年 时 期 开 始

痴 迷 书 法 ，多 年 来 笔 耕 不

辍，将书法与易学、音律及

宗教等文化相融合，勇于创

新，取得了卓著成绩，业界

认为其书法下笔如有神，且

自成一体，乃“谢氏书法”。

其多幅作品曾在《中国文化

报》、《文化月刊》、《北京文

学》、《中国文学》、《中国铁

路文艺》、《中国散文家》等

报刊发表，也被众多商会、

协会、企业等单位展示，被

海内外书画收藏家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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