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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砚边随笔

刘俊京

作字行文 切实如需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硬实力，而

文化是软实力。中国 5000 年的文化不

能缺失，缺失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所以应该引起全民全社会对文化

的重视。

学习十九大精神，我切实体会到几

点：一是新，即新征程，新要求，新方向；

二是全，涵盖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三是

远，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是艺术

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做好文艺工

作的必然要求。把正确的价值取向传

达给广大人民群众，也是对书法的敬畏

之心，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我们要“不

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本来”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传统。同时吸收

外来文化，在面向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

前景时，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

够使中国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

坤。”作为艺术家，都应该按照这样来

做。艺术是无止境的，不能人家夸你两

句就骄傲自大，只有知不足，踏踏实实

去学习，才能够不断进步。在踏实学习

的过程中加强文化自信，通过我们手下

的笔墨来展现和创造出更多符合时代

的艺术作品，传递给人们，让人们感受

到一种正能量，有更高的目标去追求，

助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中国的文化在世界影响力越来越

大，很多国家也在借鉴和学习。在我们

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我们作为基

层的艺术工作者、党员干部更应该清醒

认识文化是实现中国梦必不可少的基

石，在文化品位、文化修养上必须紧紧

跟上，明白我们是谁，我们的艺术创作

为了谁。首先要考虑文化艺术是从人

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要为人民大众服

务，抵制低俗、媚俗，创作更好的作品服

务社会、回报社会，强调“文中有道”“文

中有德”“文中有才”。

结合于此，北京市书协、东城书协

该如何更好地工作，更好地发展，我们

一直在努力和思考。在弘扬正能量过

程中，我们努力传递传统文化的精华，

引导艺术家走正路，让艺术家在守和变

的基础上发展自己。

由于大形势的影响，文化一度也有

些浮躁。现在不可否认的是，大家都在

有意识地回归，回归踏实认真做学问，

学习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的财富。

值得欣慰和感动的是，东城书协涌现出

一大批年轻人，能够静下心来临帖学

习。能够在浮躁的时代静下心来习文、

习墨、习丹青，是可喜可贺的。艺术工

作者确实更应该将我们传统的精华吸

纳进来。

欧阳中石有一座右铭：作字行文，

文以载道；以书焕彩，切实如需。

也就是说，书法要通过汉字形式传

承我们的道，要用书法形式焕发出光

彩。这不光是笔墨技法，还得有文化内

涵，需要字外功。字外功便包含了历史、

诗词、逻辑、哲学、戏曲等等，这些都是我

们的必修课。“切实如需”也恰恰符合党

中央提倡的与时俱进、符合时代、讴歌时

代，通过书法艺术谱写更美好的篇章。

（作者为北京书协副主席、北京东

城书协主席）

书法由书斋走入展厅，由文人的

相互玩味发展到展现个性的艺术创

作，在这个过程中，“书法”二字的概

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迫使

人们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书法有

多大的空间。用发展的眼光看，历代

书法大师们有意无意地为拓展书法

的空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抛开书法

文字的变革史不谈——当然，每一次

文 字 的 变 革 都 是 对 书 法 空 间 的 革

命。单就形式而言，刻划、铸造、简

书、墓志、摩崖，碑刻、手札、长卷、中

堂、对联、条幅、斗方、扇面……这些

足以证明，我们的前辈对书法空间有

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书法经历了如此丰富的变化发

展到今天，它又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和

形式反映现代人的面貌和精神状态，

它的表现形式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

变化，今人在继承了书法的传统之

后，能否接过古人赠予我们的法宝去

开启书法艺术宝藏的未知之门，这是

每一位当代书法人应当认真思考的

问题。没有人否认，今日的书法艺

术，已不是文人墨客室中的游戏，也

不是求官逐禄的囊中法宝。它已凝

聚到更宽阔的艺术海洋之中，与其他

艺术形式一同扬帆竞航。艺术的规

律及准则告诉我们，以单纯的，孤立

不变的思维模式去固守一种艺术形

式 ，将 不 利 于 艺 术 的 发 展 ，书 法 亦

然。书法艺术的表现性是多面的，

丰富的，因而，在继承与发展上也就

必然呈现出其多面性与丰富性。对

书写方法的探究是继承，对古人精

神的模拟是继承，对古人为我们留

下的各种表现形式的运用是继承，

对未普遍运用的各种古文字的开发

是继承。当然，将如上所述的诸多因

素综合考虑一并研究，更是一种全方

位的继承。

综 合 考 察 ，全 方 位 的 继 承 与 发

展，需要一个多方位技能等诸多因素

积淀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对各种书法

表现要素的单项研究分不开的，没有

局部，也就构不成整体。分析与综合

是研究事物的基本手段，就以往的书

法研究而言，较多的是从整体的视角

出发展开的。然而，书法的多面性与

丰富性告诉我们，书法的研究与继承

没有让人们都去走同样的一条继承

与创新之路，任何一个分支的继承与

发展，仍然是对书法事业的重要贡

献。笔法、神采，形式、文字……组成

书法艺术的要素是丰富的，已知的书

法美与未被发现的书法艺术之美相

比，如用一颗恒星与宇宙相比一样，

后者更加恢宏和伟大。社会在发展，

人类在进步，书法艺术也将在这发展

与进步之中不断地闪现出自身诸多

要素的光芒，多极的书法艺术发展走

向是历史的必然。

基于几年来 对中国书法发展空

间的思考，汉字书写在失去了记录语

言功用的今天，它的艺术性一面得到

了高度的重视。从汉字发生发展的

历程上看，除去笔、墨与纸张发生关

系的元素之外，刻划、铸造亦是汉字

传承与审美的重要环节。刀刻给予

我们的凌利、劲爽，熔铸赋予我们的

沉厚、凝重，使我们体会到了游离于

纸面书写美感之外的特殊审美特质。

此次推出的汉字饰品系列，亦是

对汉字之于熔铸美感特征的继承与

挖掘，意在使传统的书法从纸面上的

线性审美之外焕发出与工业社会相

契合的金属性审美元素，使书法中的

“折钗骨”美学概念得以质地的还原

与再现。线性造型的美学特征是世

界 设 计 理 念 与 时 尚 流 行 的 重 要 元

素。中国汉字之中的线与线的组合

体是汉字造形的本质，这一本质特

征，与世界设计理念的先锋性元素有

着高度的契合。历史让三千年古老

的中国汉字文化与当代的时尚设计

理念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交汇在了一

起，使中国古老的汉字造形元素，再

一次突显了它承载的民族文化审美

的新时代光芒。

（作者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

书法的空间与线
李晓军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

百代之过客。”人生不过百年，若能够使

心神与天地共游，岂不是人生莫大幸事？

清晨起来，浴手焚香，饭后坐在书

桌前开始一天的书写之旅。书斋虽小

却与万物相通。子曰：“朝闻道，夕死可

矣。”“道”，让人体会天地之心的阳舒阴

惨，洞悉情动形言的风骚之意，继而生

发出无限的欢喜。心在书本里汲取营

养，在文字里尽情畅游，在笔墨线条的

游走中感受一花一世界的宁静和大爱。

我们生活的当下是全球资讯的时

代。有多少选择，就有多少诱惑，有多

少诱惑，就有多少考验。抱一，方能守

恒。生活既要面对担当，还要能够在纷

扰的现实中，超越那些经常能挡住人心

的世俗诱惑，才能乘物游心，格物致知，

寻求生命的大美和大快乐，倘如此，则

不枉此生。

书家乘物游心的载体，就是书法。

书法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艺术

审美形式之一，也是中国人面对宇宙、

生命，穷究天人之际所乐于选择的一种

载道形式。草书又是书法艺术中的写

意之尤，最能纵灵抒情，千百年来,一直

让人心游手追。可以说,草书乃是书法

家在无奈的现实世界中，精神逍遥游的

凭借。在狂草那根玄之又玄、损之又损

的“宇宙之线”中游动着的是艺术家心灵

的五线谱。草书中，点画的飞扬、行使、

凝结，无不取自书写者内心情感的图像

和节奏。在书法艺术这个乐章中，书法

的点画就是五线谱中的音符，在黑白阴

阳的浓淡、干湿、欹正、大小、肥瘦中，从

笔法到结体到章法的无限写意中，记录

着书法家由精神到物质的体征。

书法的用笔和结体又像是儿童手

中的魔方，它能幻化出无穷的魔阵，它

需要书法家用智慧才能破译，在它无尽

的魔阵破译中，又使得书写者乐此不

疲，每一次的破译成功，都是一次忘我

的生命探险。用笔的一俯一仰，一转一

折，一提一按，一顿一挫，需要书法家对

于笔锋性能的熟悉和用心感悟，才能做

到对其细微处精致表现的控制，以达到

尽精微致广大，一阴一阳无不体现天地

万物变化之道。

做一个书法家是幸运的，他可以做

自己笔墨的王者；做一个草书家更是快

乐的，他可以凭借线条瞬间的飞舞和无

尽的组合，从而达到乘物游心，超越现实

的物质生命的束缚，进行精神的逍遥游。

（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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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精神的逍遥游
胡秋萍

隶书，作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以两汉为鼎

盛，齐鲁遗存汉碑多在济宁等地。而潍坊历史

悠久，汉隶却仅以《孙仲隐墓志》等少数见存。

清代金石学中兴，阮元作《南北书派论》和《北碑

南帖论》首倡碑学，继而包世臣、康有为推波，遂

碑学大兴，篆隶书名家辈出。邓石如、何绍基、

桂馥、翟云升等都以隶书见长而闻名全国，对潍

县书法多有影响。时潍县陈介祺以富藏卓识被

誉为金石学泰斗，其主要书学思想散见于《簠斋

尺牍》和《习字诀》中。“取法乎上，钟鼎隶篆，皆

可为吾师”“钟王帖南宗，六朝碑北宗。学者当

师北宗，以碑为主”这些书学主张影响着晚清以

来潍县的学书者。王石经、高芗岩、陈伯岩、陈

君藻、陈寿荣、高小岩、张镜远、高靖等多取法汉

魏碑志，就是在清末民国碑学背景影响下成长

起来并以篆隶书名于世的代表。这一时期的隶

书多直接取法经典汉碑，借鉴邓石如、何绍基等

人用笔特点，风格相对规整雅洁，兼有朴茂坚实

的金石气和旧时文人的书卷气，艺术成就相对

平淡无奇，可看为清朝隶书高峰的余绪。

1949 年以后，在陈君藻、高小岩、陈寿荣、张

镜远等老辈书家的带动下，潍坊书画艺术蓬勃

发展。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潍坊涌现出

一批隶书名家。蒯宪师承陈君藻先生，隶书取

法张迁碑、礼器碑、石门颂并参以西北简牍章

草，融会贯通，形成了古拙朴茂、厚重凝练、体势

多 变 的 艺 术 风 格 ，成 为 新 时 代 潍 坊 隶 书 的 代

表。其他隶书作者如纪君等也各具特色，突破

前辈的艺术风格，体现出异彩纷呈的变化和发

展。相对于前人，当代社会经济、科技及艺术环

境的快速发展变化，严重影响着他们的艺术思

想和创作，这也是考察他们艺术成就必须要了

解和观照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

学书取法上更加开阔和多元。随着考古发

掘成果的发布和现代出版业的发达以及网络信

息化的发展，人们得以见到更为丰富的文献资

料和艺术作品，大家的视野更为开阔。凡墨迹

法帖、碑碣摩崖、竹简木牍、墓志刑砖、造像墙

瓦、墓志题奏等，文字遗存多样新奇，成为学书

多种取法的标本资料。当然，经典汉碑石刻仍

然是大家隶书取法的主流，明清隶书大家的墨

迹对当代影响仍然很大。

艺术交流更为频繁，展厅效应成为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书法在国内及国际间的文化交

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交流开阔了大家的眼

界，展览成为推动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手

段。中国书协成立 30多年来举办了许多重要的

展赛，成为大家展示自己艺术思想和艺术实践

的平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展览过频过

滥已成为竞技逐利的名利场而遭诟病。为追求

入展获奖，博得评委眼球，形式上的拼贴制作等

方式成为作品上着重考虑的因素；技术和风格

上刻意模仿评委老师及获奖作者，也是当今书

法创作的普遍现象之一。各级书协为展览举办

的书法培训促进了大家的互相交流学习，弊病

就是为了实现创作水平的快速提升，形式上的

过度追求，笔墨上的近亲繁殖，成为未来长远发

展的羁绊。这种展览短期效应在潍坊表现也很

突出，明智者应该引起思考和警觉。

艺术思维更加开放，个性化追求成为主调。

在当代知识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隶书名家，对作品

的艺术性追求更加强烈。他们借助互联网，对历

史上的书迹资料和当代隶书创作有着更为清晰

的了解和把握。站在这样一个视野高度上，更容

易求同存异，更容易剑走偏锋，及早的确立自己

的风格追求。具体到每一件作品上，他们在技术

层面上更愿意做极致夸张的实验，这种作品意识

也使自己在风格追求上有着更多的可能。个性

化追求成为大家强烈的艺术自觉。

在以上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当代潍坊隶书

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正大气象的主动追求。潍坊文化底蕴深

厚，在老辈书家的带领下，呈现出学书路子正、

取法高古的可喜局面。他们大都以某一种或几

种经典隶书入门，汉碑博大沉雄的艺术特质成

为基调，再加上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

理解和把握，作品中蕴含浓厚的正大气象。

碑帖交融的自然发展。自阮元首倡“碑学”

始，加上包世臣、康有为等的推波助澜，郑簠、黄

易、邓石如、何绍基等的艺术实践，清代碑学成

为显学。近代以来，随着国际互联网和出版业

发展，许多流传海内外曾深藏皇宫大内秘不示

人的古代法书墨迹让普通学书者得以浏览取

法。“碑”“帖”之争慢慢消退而呈现出相互融合

的局面。学隶者不仅可以从简牍墨迹中吸取养

分，还可以从行草书中找到用笔借鉴。创作上

模仿清人隶书中“做作”的成分少了，书写感增

强了。大家的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到“金石气”的

强调，还可以看出对“书卷气”的追求，碑帖交融

结合的现象正在发展。

趣味性的心性流露。当今社会稳定，经济

发达，人们生活相对舒适，心理上没有那么多压

抑挣扎。反映在艺术上，可以看到人们对情调

趣味的欣赏和追求。所以，原来不被人注意的，

相对边缘化的古代书迹资料都被人挖掘出来。

比如刑徒砖、造像题记、摩崖石刻，本来就是一

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人书写留下来的字迹，

因为有着一些稚拙朴实的基调而被欣赏，再加

上漫漶不清的模糊想象，充满趣味性而大行其

道。表现在创作上，小情调、小趣味在结字用笔

和章法布局上多有体现。对此文化现象白谦慎

先生在《与古为徒与娟娟发屋》一书中多有关注

和阐发。

地域书风的消解。地域书风是指大家共同

生活于某地域，作品中普遍呈现出来的相同的

文化基因和特质的现象。往往与师承、学风、艺

术见解相同或相似有关。潍坊是金石学重镇，

宋有赵明诚、李清照，清有郑板桥、刘燕庭、陈介

祺等。他们的收藏和研究对潍坊的文化影响颇

深。特别是对古文字学研究、碑帖收藏研究以

及书法创作，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在当代，前

贤的文脉尚存，影响还在，但大家的师承取法已

经多元化，转益多师甚至私淑某家某派成为可

能，书法的地域性特质已经弱化，异彩纷呈、百

花齐放成为现实。

（本文为“潍坊隶书邀请展”序言，作者供职

于潍坊市美术馆）

法古鉴今 异彩纷呈——潍坊隶书述评
张卫华

曾种犹存联

182×32厘米×2 蒯宪

随遇会心联

238×35厘米×2 张卫华

辟开琢出联

275×35×2厘米 王清平

马 项坠 满地纵横千万字 手镯

龙 戒指

曲、云 耳坠

汉字偏旁 耳坠

牛 胸链

李晓军汉字饰品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