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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书坛精英

白砥

赵孟頫、王铎离“钟王”有多远？
赵孟頫与王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两位大家，但两

位又因岀仕元朝与降清而成为贰臣，为同世及后代诟

病。早先，赵孟頫与王铎作品大展在北京与浙江两地

同时开展，趁此机会撇开书法的社会学因素而纯粹从

本体角度讨论一下两家的书法特色，尤其在两家学习

魏晋“钟王”书风上的得与失做一些浅现的对比。

以“钟王”书法为代表的魏晋书风，特征是潇洒简

远。魏晋文人倡导玄学，不以成法为束缚，主张隐逸而

自我。此期的书法风气，因由汉而下，骨力强健，古意

犹存。而“钟王”之不可测处，则在用笔与结字章法由

古法而变新法的不可捉摸性与丰富性，即隶意尚有遗

留，而用笔新法渐趋明晰。这种既古又新的特征往往

成为后世学者学习魏晋的瓶颈，因为若从新式的角度

间入魏晋，如赵孟頫，则古意与变化多不能及；而如从

变化的立场体验魏晋，如王铎，刚往往多见突兀与标拔

个性，而那份古而远的意境则会随着毛笔笔势与体的

展开而忘乎所以。

钟繇与王羲之在书法史上并称“钟王”且为魏晋书

风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大家。作为楷书的创始者，钟繇

书法古意幽远，结构多不定式，而法度谨严。王羲之书

学钟繇，曾临有钟楷数件，并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记

有“……又至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始知学卫夫人

书，徒费年月耳”。卫夫人为羲之师，钟繇则为卫夫人

师。羲之虽比钟繇晚百余年，但学脉相承。如果说钟

繇的创造主要在楷书，王羲之则在行草，而行草开今体

书法使转之便，功劳非羲之莫属。故如果我们说钟书

萧散玄远，王书则是潇洒简远，这自是因书体不同而导

致用笔变化、意境差异的本因所在。

“钟王”书风虽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两家

皆不定于规矩，用笔结构没有标准化的模式。因为不

定式，故而见变化；变化又玄奥简净，故而深远莫测。

赵孟頫与王铎皆自称力学魏晋的两大家。他们的临古

与创作的确也得到了魏晋书风一定的感觉，但细细对

比与分析，窃以为赵孟頫、王铎与“钟王”间尚有一定距

离。如果说赵书得到了平和简净，而缺少魏晋的萧散

与潇洒；王铎似乎正相反，他的摇曳多姿与跌宕纵横虽

不能萧散，但潇洒却有过之。不过，王铎过于繁琐缠绕

的使转与牵带，则在某种意义上说与魏晋的玄奥简净

背道而驰。

赵孟頫所处时代离魏晋已有千年。但“钟王”之法

代代相传，尤其是“王书”，尽管各代各家皆有所发挥或

变异讹传。对于唐宋人的拓展与张扬，赵孟頫其实多

不以为然，故其观念及实践努力直接魏晋。元杨载《翰

林学士赵公状》即记：“公性善书，专以古人为法。篆则

法《石鼓》、《诅楚》；隶则法梁鹄、钟繇；行草则法逸少、

献之，不杂以近体。”应该说，赵还是有一定眼力的。但

毕竟“钟王”书迹历经千年，真迹已难觅见。赵孟頫所

能接触到的其实大多也是宋代刻帖及唐宋人摹临之

作。今见其《兰亭十三跋》，针对的是定武石刻本而非

冯承素摹本。他鉴定为真迹的《快雪时晴帖》《七月帖》

《大道帖》等，也是唐宋人摹本或临本。所以，赵孟頫对

于“王书”的信息接收显然不能是直接的，而且，从其鉴

定有误的事实看，赵孟頫对于“王书”实质的理解其实

并非至深。

赵孟頫对魏晋古法见识与理解的局限除却客观上

不能见到王书真迹的原因外，其实，最根本的因素，还

是主观上迎合朝廷及由此衍生的他对书法美的认识。

在其著名的《兰亭十三跋》中，他提岀：“书法以用笔为

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

易。”在他心目中，用笔永远是第一位的，而结字仅仅因

时相传。这样割裂地看待用笔与结字，或许正是为其

迎合朝廷平和守正的价值尺度找注脚。这也注定他某

种程度上不能鉴准“王书”、对宋以来尚意书风不屑一

顾，因为他心目中的晋人之古是朝廷所要的那种温和

而守法的样式。这无意中也让我们想到，初唐时期太

宗手上这般多的王羲之真迹，近臣如虞、褚、欧几家想

必也亲历过不少，但太宗却要求大臣们学相对平和的

《兰亭序》，而对王书中那些“龙跳天门”的感觉于不顾，

使初唐的书法景象局限在守法与守正的格局中，或许

这正是历史的重叠。

王铎与赵孟頫的节点有所不同。作为明末入清的

书法家，王铎降清已在他晚年。在此之前，王铎与好友

黄道周、倪元璐等都高举浪漫主义大旗，将书法的大气

与纵横和盘托岀——在用笔上，极尽连绵与缠绕，似乎

一口气想写到歇斯底里，且笔力劲健；结构上，近乎肆

意地摆动身姿，以迎合那根跌宕的线条。为了更加恰

当地写大，王铎似乎觉得“二王”还不够用，于是索性直

接取用米芾大字的狠劲及结字上的大疏大密，加之张

芝《冠军帖》的大草意趣，实现着宋元以来取法魏晋而

又标拔志气、张扬个性的目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做到了对“二王”书风的拓大与拓展。

王铎法钟繇，见于其楷书。其小楷《登金门山绝

顶诗帖》虚灵随和，钟意明显。王铎大字楷书虽从体

势上多颜柳，但其不拘于正的方式正是钟繇遗风。王

铎有时在楷书中间掺杂异体，说明其欲打通篆隶楷书

的意愿与欲望。在一些行楷作品中，王铎笔性中加入

了“二王”意趣，而结字更见灵活。不过，王铎在融入

米芾率性与收放有节的结构意识的同时，却无意间也

在抛弃着魏晋的萧散与简远，这点是极可惜的。其

实，王铎小字临《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及其他魏晋书

法及自我创作，虽也渴望着摇曳摆荡的表现，但用笔

结字尚不及繁琐，这种控制力甚至在其横卷及大轴的

纯草书书写中也保持着一个度，但一俟以米法行书大

写时，笔画却终不及简省。这是王铎的致命弱点，同

时也是明末清初书家共有的问题所在。与入清的另

一位书家傅山比，王铎的繁琐与缠绕尚见姿态，但与

两位为朝廷献身的朋友黄道周与倪元璐比，王铎的大

字有失“雅”致。

赵孟頫与王铎并不是同一类型的书法家，尽管他

们都有人格上的“贰臣”污点。赵孟頫平和守正的审美

观处处体现着朝廷对文人的意识把控，是一种无奈的

政治选择，也是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王铎的创造在

其 50 岁前后已臻成熟，尽管其降清也是岀于时世无

奈，但他最后的人生烈焰仍燃烧在书法之中，或许这是

在辱骂声中的发泄，或许是其人生的最后挣扎与寄

托。所以，同样以宗法魏晋为方式，赵孟頫走向了平

和，安安稳稳地度过了他的大部分贰臣生涯；王铎则选

择了发泄，将生命的休止符写在了书法之中。

学术空间

11 月 16 日，由中央美术学院历

时两年筹备的“为中国画——全国

高等院校书法专业教师作品展”在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此次展

览共展出中央美院、中国美院、鲁迅

美院、清华美院等 22 所院校的在职

教师书法作品百余幅，全面展示了

当下全国高等院校书法专业教师的

创作现状，同时还特别展出了齐白

石、黄宾虹、徐悲鸿、李苦禅、李可

染、叶浅予、朱乃正、卢沉等先辈的

10 件书法精品。此次展览同时出版

了《为中国画——全国高等艺术院

校书法专业教师作品集》。开幕当

天，“为中国书——全国高等院校书

法专业教学研讨会”在央美举办。

中国书法艺术传统中的书画印

一 体 是 世 界 上 独 一 无 二 的 艺 术 形

态，中国书法的视觉形式之美在人

类艺术中堪属独创性贡献，故而书

画印语言规律相通，篆隶楷行草书

体相融，是为“道相同，相与行”。在

书法教学不断增长，社会现实对书

法的需求也不断增长的形势下，需

要提高对书法艺术“艺术性”价值的

认识，从书法艺术性层次推动学科

建设，需要书法专业教学投入研究

精力，延续古代大师们追寻的艺术

脉络，走出“传统出新”的书法艺术

人才培养之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传统、推动艺术探索创新是高等艺

术学府在新时代需要更加确立的意

识与职责。培养具有全面学养、创

造素质和综合能力的书法专业新型

人才，是艺术院校学科建设的重要

方面。书法专业教学自身的品格与

质量、书法专业与中国画各专业的

相互交融、书法修养对其他学科专

业的补益，都是值得进一步研探的

课题。

此 次 展 览 活 动 是 继“ 为 中 国

画”——山水、花鸟、人物专业三次

大型学术展览及研讨会之后，又一

次 学 术 交 流 活 动 。 展 览 集 中 反 映

了 高 等 院 校 书 法 教 育 蓬 勃 发 展 的

历程，呈现了书法教学、创作与研

究的现状。此外，中央美术学院中

国 画 学 院 书 法 系 在 校 学 生 与 历 届

毕 业 生 的 优 秀 作 品 届 时 将 以 影 像

方式展出，力求完整呈现书法学科

学院教学对书法、国画、篆刻等传

统 国 粹 的 传 承 和 接 续 。 展 现 书 法

学科特点的同时，梳理当下书法教

学、创作、研究的源与流、承与变。

可 以 说 这 样 高 水 准 的 书 法 教 学 专

题学术交流活动在国内尚属首次，

展 览 及 研 讨 会 的 举 办 将 影 响 全 国

书法学科教学的发展走向，同时对

中 央 美 院 书 法 专 业 的 学 科 发 展 和

学术传统以及教学传统，在新时期

加强校际间的学术交流，保持自身

学科优势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回看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当时

的院领导靳尚谊、朱 乃 正 的 重 视 与

指 导 下 ，由 王 镛 主 持 开 展 书 法 研

究 与 教 学 至 今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书

法 建 立 与 完 善 了 本 科 、硕 博 士 研

究 生 的 教 学 序 列 ，成 为 中 央 美 院

高 等 美 术 教 育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中 央 美 院 的 书 法 教 学 在 理 念 上 延

续 了“ 书 画 印 ”一 体 的 传 统 ，重 在

从 艺 术 规 律 和 视 觉 形 态 的 角 度 研

究 书 画 印 并 依 此 建 立 起 系 统 的 教

学 内 容 与 训 练 方 法 。 反 映 在 创 作

上，历史的内涵与形式并重，由此

形 成 了 中 央 美 院 中 国 画 学 院 书 法

专 业 教 学 的 特 色 ，至 今 已 为 社 会

培 养 了 一 大 批 社 会 公 认 的 、优 秀

的 书 法 专 业 人 才 。 通 过此次展览

及研讨会，反映出中央美院的书法

研究、教学与创作正传承着历代前

辈名师之艺格学养的积淀，在传统

与创新、造型与时代相互交汇、融合

的路途上一路前行。

据悉，此次展览的教师展将持

续至 12月 3日。

黄惇

央美举办“全国高等院校

书法专业教师作品展”
本报记者 高素娜

当你走进这个展厅，沉浸在金丹书

法篆刻作品的浓郁氛围之时，一定会想

起一句耳熟能详的诗句：“世人尽学兰

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这诗句出自宋

代书家黄山谷之手，后面还有两句：“谁

知洛下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原

来，诗是赞美五代书家杨凝式的。意思

是说一般死学《兰亭序》面貌的人，以为

苦学《兰亭》，便似得了仙药金丹，可以

脱去凡骨，然而却转去转远，只能得其

皮毛而已。而杨风子得其神髓，若即若

离，离合之间，下笔便到了《兰亭》的境

界。以后“无金丹”之说竟成了书法学

问中的一个典故。换言之，得皮相者无

金丹，得神理者有金丹。故董其昌尝

言：“右军以后，杨景度深得神理，唐人

以密伤韵，以媚伤骨，去晋法远矣。”

不过，在这里却有了一位真实的

“金丹”。因为他从小热爱书法，所以

这首诗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

并由此走上追踪前贤而发愤成为书法

家的道路。上世纪 80 年代末他考入南

艺书法大专班，再数年考上硕士研究

生、博士研究生。十几年后，他已成长

为南艺美术学院书法系主任、教授、博

导。“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这些年中，他多次在全国书学讨

论会获奖和获得中国书法兰亭奖·理

论奖。他关于清代碑派书家阮元、包

世臣、康有为的学术研究深入系统且

具有批判色彩，在书学史和印学史的

许 多 领 域 也 多 有 发 现 和 阐 述 。 不 用

说，若非学术界公认，是无法获得中国

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的。

我曾是金丹的老师，我知道学术成

就并非是他的全部。在书法篆刻的创

作实践中，他也一样胸有成竹，并因此

成为他学术研究的重要支撑。这个展

览正是金丹展示给人们的另一面。请

看其草书如急雨旋风，其楷书如谦谦

君子。激越时散锋破毫皆成佳构，沉

静时长篇千字精气贯一。你或许能看

到王羲之、王献之、杨凝式、王铎、傅山

等多家的影子，却又不似之似，混融无

迹。所谓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如老

米之“集古字”、禅家之“百衲衣”。他

的篆刻亦能自成家数，平正中寓奇崛，

石痕外见笔意，取法与无法都能得心

应手。闻其一日能刻十数方印，此速令

我感叹不已。

金丹为人沉默寡语，同学朋友聚

会，酒酣耳热时相与剧谈争辩，不太会

听到金丹的声音。然若在讲台之上或

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他则铿锵有力，条

理清晰，多一句废话也没有。不鸣则

已，鸣必如掷地有声。然以我察之，沉

默寡言只是他的外表，内心则有热血奔

腾的另一面。前者理性，长于思考可做

学 问 ；后 者 感 性 ，长 于 艺 术 有 创 作 之

才。两者合之，如鲲鹏二翼，可高翔远

飞。古贤云：“默如雷。”又云：“沉默是

金。”用之论金丹和他的书印，君看是否

恰到好处？

进入壮年的金丹，正蒸蒸日上，在

书印的风格形成与变化上，都有着许多

上升的空间。如今之书坛喧嚣尘上，热

闹非常。凡有志于此者，都知道宁静致

远的道理，金丹有今日之成就即在懂得

静默的意义，更知道无数个寒灯下苦读

的价值。但是，还有未来，是金子在尘

埃中总会发光，因此且将今日之展览当

作人生里程的又一个起点，是最好的选

择。于是，我想到了陆游以黄山谷那首

诗作典写下的另两句诗：“夜来一笑寒

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

始是金丹换骨时

旨理幽赜（拓片题跋） 138×69厘米

2017年 金丹

弘仁《黄山图诗》（行草） 32×120厘米 2017年 金丹 金碧生辉 李可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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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张奇逸联 朱乃正承家奉母联 徐悲鸿

荐季直表（局部）三国 魏 钟繇

孔侍中、忧悬帖（摹本）东晋 王羲之

宗阳宫帖 元 赵孟頫 临阁帖轴 明 王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