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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梁勉之

书法复兴 书学不可或缺
——记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

本报记者 闫敏

书坛传真

碑帖鉴赏

12 月 15 日至 16 日，由中国书法家

协会主办，中国书法家协会研究部、上

海市书法家协会、上海海怡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承办，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

人民政府、上海东南书画院、上海书院

人家协办的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书院人家召

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特邀入选作者以

及列席旁听的书学研究工作者等 150余

人参加活动。

“当下书法进入到全面复兴时代，

书学的意义不可或缺。理论与创作如

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我们倡导书法艺

术的学科建设，但只有创作没有理论，

学科建设无从成立，否则也走不远。另

外，协会的壮大离不开书学理论的支

撑，用最直接的说法是入选一次全国书

学讨论会，即具备进入中国书协的‘门

票’，是理论从业者入会的途径。”中国

文联书法艺术中心主任刘恒说。全国

书学讨论会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

当代书坛重要学术品牌活动。从 1981

年在绍兴第一次举办，至今已成功举办

10 届，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全国书学讨

论会已成为业界普遍认可、在海内外同

行中拥有很高声望的书法研究最新成

果的高级别交流展示平台。

拆除“围墙”热烈讨论

“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筹备工

作自去年年底启动，今年 4 月正式发布

征稿启事。本届讨论会的主旨是：鼓励

研究者深入挖掘传统书法的人文艺术

价值，对中国书法发展史进行系统梳

理；提倡通过不同学科、方法的交叉融

合使用，对研究对象做出有新意的跨学

科综合研究，展示当代书学研究的深度

与新气象；鼓励作者对当代书法的时代

境遇、创作现状、审美取向、历史趋势等

方面问题进行有深度的学理分析，为当

代书法创作的继承与发展提供学术引

导。到 8 月底截稿，共收到来自全国各

地作者投稿 1010 篇。中国书协组织专

家，对来稿进行了认真、严格、规范的评

审，而且对于评审来说，有着相当大的

阅 读 量 ，被 没 收 手 机 ，关 在 里 面 吃 盒

饭。最终评出入选论文 75 篇。而且此

次讨论会除了被邀请的代表和旁听学

者，很多感兴趣的同仁竟然自付车费甚

至打地铺来参加会议，这让我们看到学

术讨论会的关注度及当下整个书法理

论研究的热度，有如此回应，我们做的

工作就都值得。”中国书协分党组副书

记、秘书长郑晓华代表中国书协向记者

介绍。“在此次学术文章的选拔模式上，

我们第一次启动了面试环节，随机抽取

作者到北京参加面试、答辩考核，以往

对入选论文作者的真实性曾经有过举

报揭发。此次面试考核并不是对大家

不信任，不尊重，是进一步改革完善机

制。活跃的交流与提问，达到了作为学

术讨论会的要求。”刘恒也强调。

说到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与以往

的不同之处，上海书法家协会秘书长潘

善助表示：“此次上海书协落实开放办

会理念，拆除学术围墙，开放学术交流

平台，使得更多的人对学术有参与感。

本次讨论会除了正式受邀参会的论文

作者，还面向全国开放了 100 位旁听席

位，通过网络征集报名。其中 50名上海

本地，50 名外省市。申请获准者，由组

委 会 承 担 旁 听 观 众 在 会 议 期 间 的 食

宿。来自上海的旁听者均为全国第十

一届书学讨论会投稿论文作者，上海地

区以外均为大学书法专业在校硕士博

士、书法专业教师或省级书协学术委员

会负责人。从整个会议的消防、安全、

会务甚至服务人员的精神状态中，都能

看到会议振奋的面貌。”

15 日下午至 16 日上午，在专家主

持下，特邀参会的入选作者按史学、理

论、教育等专题，分别宣读论文，进行学

术交流。参加讨论会的代表中，有毛万

宝、孟庆星这样的多次参加书学讨论

会的老作者，为本届书学讨论会增加

了厚度，也有一批初出茅庐的理论新

秀，刍燕新声，展示了新生代书学工作

者的功力和活力。南音北调，新老面

孔，大家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展开研

讨。列席旁听的 100 多位大专院校学

生、书学研究工作者、爱好者也不时提

问，会场气氛活跃，时见高潮，显示书

学讨论会的文化和学术底蕴。在自由

讨论环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崔树强、

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常春、德国海德

堡大学博士后向净卿分别围绕“书法

学术研究与文化自信”“如何推进书法

学 科 建 设 ”“ 如 何 加 强 书 学 研 究 国 际

化、讲好中国故事”等主题，交流思想，

畅 谈 参 加 本 次 书 学 讨 论 会 感 受 。 据

悉 ，《全 国 第 十 一 届 书 学 讨 论 会 论 文

集》由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将于 2018

年 6月正式出版发行。

当代书学研究的“学科时代”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协副主

席、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振濂在

题为《关于当代中国书学现状、问题和

愿景》的首场专题报告中提出，当代书

学的发展有着清晰的脉络：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至 90 年代中期的书学是“学

习 时 代 ”，90 年 代 中 期 至 今 的 书 学 是

“学术时代”，新时代的书学是“学科时

代”。“学习时代”的书学，以整理、注

释、介绍固有书学遗产为特征，从思辨

的角度来看，还是筚路蓝缕，带有“诠

释史料”性质；而“学术时代”的书学，

则有了较多的理论思辨特征，书学研

究开始逐渐从单一模式的具体论点构

建 ，走 向“ 思 辨 ”的 思 考 模 式 ，利 用 资

料，通过演绎、推理、论证，得出新的结

论。书学研究的重点，从资料对象逐

渐转换为研究方法，注重书学整体架

构的搭建和分支的衍生；进入“学科时

代”，所有知识点的关联知识背景和结

构方式都要掌握，要具有系统性的思

维方式。作为一名书学理论研究者，

对书学领域的把握要专门化、立体化、

系统化。学科时代，意味着今后我们

的书学研究者不会再有细致的领域固

化和分类专攻自划疆界，而是通过掌

握书学理论的各种研究方法、思辨模

式，来构建书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形

成学术群聚的现象，开启“学派”时代。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充

满希望、大家都可以奋发有为的时代。

踏实孕育学术生长

评价论文优秀与否以及入选的标

准是什么？陈振濂表示：“第一，今天选

出来的论文大部分处在‘学术阶段’，而

‘学习阶段’的文章则不能入选国家级

的学术选拔；第二，论文提纲是并列设

置的，一般会因为没有逻辑思维能力而

被砍掉；第三，注解是常识性的，甚至是

一些学术边缘的或者商业畅销书、没有

经典意义或只是普及读物的自然也不

会被选上。当然也并不止这三点。”“另

外一个是人民性和学院派的问题，当下

高校论文在学术研讨会上的参与度越

来越高，但并不是说人民群众或者说书

学爱好者的书法理论研究不被重视，人

民性也是不可或缺的，需要从不同角度

共同提升。”刘恒补充道。

讨论会具体分为史学、理论和教育

三大类，为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提出新

的研究方向。我们在以往研究中多采

用西方理论，但如今我们对古代自己的

理论更加重视，所谓文化自信，我们更

需要用自己的文化建构来解读书法。

另外，不足之处也会存在，比如教育多

是心得，多集中在中小学，高校的教育

理论此次参选的则很少，可以说教育这

块关注面有待提高。

全国书学讨论会每三年才一次，而

现在书法创作类的选拔或者说检阅则

相对频繁。谈及以后全国性的书学讨

论会是否有可能更频繁，陈振濂说道：

“讨论会周期缩短，也会存在问题，当

前，书法高等教育论坛等书法讨论平台

的频繁度并不算低，学术成长周期比较

长。学术生长非一时之功，还是要有沉

潜的研究周期，踏踏实实做学问。”

陈鸿寿，大家熟知的更多的是

其“曼生壶”。他最早开创在壶上刻

字作画，以诗词在壶上抒发情感并

展示才华，创制了紫砂壶与书画篆

刻为一体的形式，其“曼生十八式”

也让宜兴紫砂壶从工艺走向更高的

艺术层次。

陈鸿寿（1768—1822），钱塘（今

浙江杭州）人，字子 恭 ，号 曼 生 、曼

公、老曼等。任过赣榆代知县、溧阳

知县、江南海防同知。纵观其一生，

官 运 似 乎 并 不 亨 通 ，却 能 造 福 一

方。他在宜兴为官时鼓励当地陶工

生产，以艺术的形式带动当地发展，

也体现了他的儒士思想。

这副对联书于嘉庆十五年（1810

年），时年 42岁，也是他儒士思想的体

现。联曰：世业重韦平，有猷有为有

守；天心资岳牧，立功立德立言。

上联讲治家。联中“韦平”即西

汉韦贤、韦玄成和平当、平晏父子的

并称。汉室兴盛，只有韦平父子官

至宰相，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为

世所推重。此典故出自《汉书》卷七

十三《韦贤列传·韦贤》和卷七十一

《隽疏于薛平彭列传·平当》，他们皆

通晓五经，韦贤亦被称作“邹鲁大

儒”。在儒士中，读书人所推崇的圣

人 ，有 一 个 追 求 的 目 标 是“ 三 不

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

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为国

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提出具有

真知灼见的言论。此三者被看作是

虽久不废，流芳百世的。故而下联

主要讲治国，联中“岳牧”，即尧舜时

四岳十二牧的简称，泛指封疆大吏。

这副对联内容，陈鸿寿也曾题

于苏州网师园竹外一枝轩，不同的

是仅有上半部分，联曰：天心资岳

牧，世业重韦平。

看得出，有一颗儒士之心的陈

鸿寿在书法上的建树，除了受刻壶

的审美影响，还得益于他的篆刻。

在篆刻上他继丁敬、蒋仁、黄易、奚

冈之后，亦是“西泠八家”之一，这也

让其书法金石气十足，就此副对联

来说，不失为令人称道的隶书。

清蒋宝龄《墨林今话》中说：“曼

生酷嗜摩崖碑版。”此副隶书从摩崖

碑版出，但看均匀的布白以及方严

整饬的装饰意味又似伊墨卿，又或

许因其篆刻中的挪让意识，让整副

对联中字与字间的穿插也显得得体

端庄。就用笔上看，以篆笔入隶，起

笔顺势，长横舒展，不见隶书中的波

磔，意图摒弃“蚕头燕尾”的习气；短

横点画显得俏皮，如上联“业”“重”

“韦”“平”四字，饶有趣味；“有”“天”

“功”字，撇捺皆中锋直入，虽笔画平

直，但长短方圆融入其中，使得不刻

板单调；在结体上，收放得体，因其

短横和点画的缀饰，让观者感受到

巧思中的新意，舍弃浮华的动作，以

中锋传递着朴厚又不失韵味的视觉

效果，让意境也显得恣肆而大气。

整体看陈氏书风，可能会如前

人所说稍显“狂怪”，但“狂怪”中的

涵养情致又透露出他的守古。兴许

正是源于他的儒士思想，这副对联

不论从书法角度还是其内容看，都

显现出陈鸿寿的儒风，而这，不也是

我们所应该警醒和追求的么？“有猷

有为有守”“立德立功立言”，曾几何

时，社会上充斥着追名逐利的短期

行为，人们难以顾及“不朽”之名，时

下不少书者、画者所追求的也不再

是不朽，而是速成。所谓“速成难免

速朽”，避免于此，“韦平”“岳牧”的

儒士抱负，或许能让我们永恒的准

则重拾。

陈鸿寿对联中的
儒士思想

沈门七子书法展国家博物馆举办

本报讯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

国家画院联合主办的“沈门七子书法

展”12 月 9 日至 20 日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展出。“沈门七子”展作者分别是：王

厚祥、刘京闻、龙开胜、周剑初、李明、张

志庆、方建光，他们均为中国国家画院

开办的沈鹏课题班的优秀学员，均为在

全国各类书法大赛中获得过一等奖中

青年书法家。

展览从 2011 年开始已分别在山东

滕州、北京、江苏南京、山东济南、四川

成都、甘肃张掖等地成功举办了六届，

今年是第七届。七年来，“沈门七子”继

承古人，又异于古人，相互间都有各自

风格，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面貌和艺

术语言。他们通过不断地展览，和各地

广大书家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得到了各

地书家同道关注和赞誉，并提出了许多

可贵的经验和建议，使他们在艺术上不

断地取得进步。 （毕玺）

蜀中三友书画作品展亮相杏坛美术馆

本报讯 12 月 10 日，“蜀中三友”

唐书安、唐朝轶、朱中原书画作品展在

北京杏坛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共展

出三位艺术家 60 件近年创作的书画作

品。三位艺术家均曾供职于《中国书

法》杂志社，均曾修业于北京大学书法

研究所，又深造于国家画院沈鹏班，受

沈鹏、曾来德指导。唐书安在书法、山

水、花鸟、草虫都有涉猎，画面风格沉静

空灵，有云林之逸。唐朝轶受业师刘正

成影响，于书法颇负修养，入国家画院

后，倾心于花鸟创作，以书入画，具书卷

气，同时对近世碑派书风、金石书风多

有会心。朱中原对于学术研究的精进

扎实反映在画面中，点画率性而优雅，

纵横欹斜。 （长圆）

张良勋书法展保利艺术博物馆启幕

本报讯 （记者施晓琴）12 月 15

日，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保利文化集

团、安徽省文联主办，安徽省书法家

协 会 承 办 的“ 徽 风 国 韵—— 张 良 勋

书法展”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开

幕，展出了艺术家近年创作的书法

作品 100 余幅。张良勋，安徽省宿州

人，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创始人之一，

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五届理事，

继赖少其、李百忍之后安徽省第三

届书协主席。他是一位与时代同行

的艺术家，有人曾评论：“观张氏书

法，除其墨韵，横笔直刷，转折处虽

无 华 丽 ，但 见 其 坦 荡 率 真 之 胸 怀 。

其书所主要表达的率真与天趣，是

徽派精神的延续，同样也是这个时

代书坛的新鲜空气。”2015 年初，其

50件作品被安徽省博物院永久收藏。

中国篆刻艺术院访碑问帖

近日，为贯彻艺术“扎根基层、

扎根人民”的精神，中国篆刻艺术院

院长骆芃芃率领院内艺术创作人员

赴西安碑林进行了“访碑问帖·向传

统经典巡礼”的艺术实践活动。本

次“访碑问帖”艺术实践活动以西安

碑林为主要实践地，基于西安碑林

保存有浩瀚的汉唐书法经典碑刻，

本次活动就以“访碑问帖”的形式展

开走访、调查和寻踪。

通过此次“访碑问帖”活动，大

家 深 刻 地 感 受 到 中 华 民 族 源 远 流

长的历史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内

涵，以及古代劳动人民无穷无尽的

聪明才智，将永久地铭记在心中，

指 导 着 艺 术 实 践 。 实 践 活 动 后 ，

每人撰写了一篇“访碑问帖”实践

体 验 报 告 ，并 将 身 心 感 悟 运 用 于

艺 术 创 作 之 中 ，要 求 创 作 出 一 定

数 量 的 书 法 和 篆 刻 作 品 ，最 后 结

集 出 版 。 此 次 实 践 活 动 以 期 让 中

国 篆 刻 艺 术 院 创 作 人 员 在 今 后 的

艺 术 创 作 中 把 传 统 经 典 和 现 实生

活紧密联系，创作出更加精美的艺

术作品。

（梁腾）

世业天心联 陈鸿寿

李明作品

沁园春·雪 张良勋 观看碑林工作人员拓碑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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