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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书架

书坛传真

教育书画协会高等书法教育分会成立

本报讯 6月 16日，（全国）教育

书画协会高等书法教育分会成立大

会暨“新时期高等书法教育的现状

与未来”座谈会在高等教育出版社

举行。（全国）教育书画协会、高等教

育出版社和来自全国 46 所高校的首

批理事单位相关领导及学科带头人

参加会议。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全国）教育

书画协会高等书法教育分会管理规

章 ，投 票 选 举 言 恭 达 为 会 长 ，王 岳

川、解小青为常务副会长，于唯德等

15 人为副会长，聘任钟明善等 24 人

为顾问。会议由（全国）教育书画协

会秘书长范水主持。

成立仪式上，教育部原副部长、

（全国）教育书画协会会长张保庆为

高等书法教育分会揭牌，他表示，高

等书法教育分会的成立将凝聚全国

高校书法专业的专家学者和学术资

源，共同探讨新时代高等书法教育

中的突出问题，推动我国高等书法

教育事业发展。

当日，“新时期高等书法教育的

现状与未来”座谈会也在高等教育

出版社举行。 （李亦奕）

《中国书法技法读本》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6 月 26

日，由北京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张伯

荣 专 著《中 国 书 法 技 法 读 本》研 讨

会”在北京文联举行。

年逾八旬的张伯荣曾长期在石

油系统工作，现为北京书法家协会

会员。他退休后边习书边研究书法

理论，自 2010 年起，曾先后出版《中

国书法笔力分析》《中国书法笔力详

解》《中国书法笔法探讨》等 7 部专

著。《中国书法技法读本》是张伯荣

的最新力作，他通过多年的理论研

究并结合自己的学书体验，将技法

归纳为笔力、用锋、执笔、运笔、笔划

和结构 6 个板块进行阐述，并运用矢

量图等数理分析的方法及经典名作

解析了书法技法的要素。

研讨会上，北京书法家协会秘书

长郭孟祥、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书写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守安、齐鲁书

社副总编辑张丽等分别发言，表示

《中国书法技法读本》一书“把朦胧

的东西具象了，把很多书法家想说

而没有归纳的东西表达了出来”。

北京师范大学师生赴山东访碑考察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教授倪文东

等书法专业师生共同进行了一次为

期 7 天的“访碑游学、齐鲁之行”艺术

考察活动，参与考察的有北师大的

访问学者、硕士研究生和北师大书

法骨干教师班、书法创作班、高研班

的学员共 22 人。考察目标为山东境

内的古代碑刻、摩崖、造像题记、墓

志铭等金石遗迹及相关古代文化遗

址，内容涉及汉代画像石、泰山系列

摩崖石刻、两汉时期经典碑刻及众

多拓片。

其间，倪文东在曲阜师范大学

做题为《书法临摹与创作的思路与

方 法》的 专 场 讲 座 ，重 点 剖 析 了 书

法 学 习 从 临 摹 到 创 作 过 程 中 遇 到

的诸多常见问题，深入阐释了专与

博、贯通与脱化、书艺与学养、书与

人的内在关系，系统提出了临创转

换 技 法 实 践 中 应 有 的 合 理 思路和

具体方法。 （名峰）

李志仁书画展在呼和浩特举办

本报讯 （驻内蒙古记者阿勒得

尔图）6 月 22 日，由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文联、内蒙古收藏家协会主办的

“今生只为翰墨来——李志仁书画

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民族美术馆

举办。

据策展人李博宏介绍，本次展

览共展出李志仁不同时期创作的书

法作品 51 幅、国画作品 23 幅。李志

仁从事书画创作、教学半个多世纪，

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多有涉

猎。曾出版《李志仁书画集》《草原

上传承的标准草书》《圆论散议》等

著作。

展览期间举办了李志仁书画作

品研讨会和李志仁书画讲座。

书 法

书法里的魏晋风度
李怀宇

刘 涛 既 是 书 法 家 ，也 是 书 法 史

家。他深受唐长孺先生影响，对魏晋

南北朝史下过苦功，数十年深入研究

魏晋书法，笔下也颇具魏晋气象。《魏

晋书风》是研究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的

札记，有史料，有心得，更有创见。

回望历史，刘涛认为：“汉魏之际是

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在‘人的觉醒’

‘文的自觉’的‘精神气候’里，文字书

写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书迹

不再仅仅是书面交流的文字形态，更

是文士用以‘寄兴’的手段，用来表现

‘风度’的凭借。于是，书写技艺自在

的审美价值凸现出来，以‘善书’而获

致声名的书家群体迅速壮大起来。”魏

晋风度，让文化人神往不已；而魏晋书

法，也让后来书家梦魂牵挂。

魏晋时期，草书、行书和楷书在士

大夫阶层盛行起来。学草书，师法东

汉张芝。学行书、楷书，宗尚曹魏钟

繇。魏晋书法的中心人物王羲之也是

如此，他推崇“钟张”为“二贤”，评价也

最高：“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

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王羲之成

名之后，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

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晋书·王羲之

传》）。王羲之说自己“抗行”钟繇，是

毫不相让的口气，攀比张芝稍微谦虚

一点，还讲个次第关系，谓为“雁行”。

但是王羲之给朋友的信中说：“张芝临

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

必后之也。”言下之意，“抗行”张芝并

不难，只需多下功夫就可比肩。

刘涛研究发现，《兰亭序》为世人

所知，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得到《兰亭

序》墨迹本之后。当年太宗下诏购求

王书，所获甚多，达两千多纸，万机之

暇，倍加执玩，尤其“宝重”行书《兰亭

序》，也愿意让近臣分享，令宫廷拓书

人摹拓《兰亭》，将复制品赐予房玄龄

等八人，于是传播开来。何延之用了

上千字篇幅记叙了萧翼装扮作书生，

设计于辩才和尚处赚取《兰亭序》的经

过。按何延之的描写，萧翼手段，可谓

盗窃，有如今天报章娱记笔下的“八

卦”，虽然好看，许多学者并不当真。

南宋桑世昌《兰亭考》卷八引录的宋人

跋文，“苏门四学士”的晁补之（无咎）

表示半信半疑：“《兰亭》若是贵耶，至

使万乘之主捐信于匹夫？……以太宗

之贤，巍巍乎近古所无，奈何溺小嗜好

而轻其大哉！”

对于后学对王羲之书法的不同态

度，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书法的分期问

题，刘涛冷静地指出：“王羲之并非书

法神童，他的书法也有一个自然演变

的 过 程 。 我 们 现 在 要 寻 绎 这 个 过 程

确实为难，因为存世的‘王书’墨本、

刻本，多是四十岁之后写的尺牍，即

使同一种书体的尺牍，面貌也多，并

无一件真笔原迹，所以学者很少讨论

王书的分期问题。”刘涛根据前人文

献，将记载有关王羲之书法变化的只

言片语收集起来并加以考辨，再按时

段先后排列，理出了一条王羲之书法

发展的线索。

刘涛善于发现历史的现象：“模仿

是学习，也是继承。书法家的成长无不

从模仿起步，由模仿获得‘技’与‘法’之

类的‘表达’手段，艺术的感受力也是在

模仿中培养起来。”南朝虞龢《论书表》

记载了这件趣事：“羲之尝自书表与穆

帝，帝使张翼效写，一毫不异，题后答

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小

人几欲乱真。’”而王献之在方山庭殿

的数行题字，康昕偷偷改易，子敬再过

此地，看到题字，毫无察觉（张怀瓘《书

断·下·王恬传》注文）。东晋时代，人

们喜爱“二王”的字，爱屋及乌，张翼和

康昕模仿逼真的王字也大受欢迎。在

刘涛看来：“艺术的发展，一直依仗‘继

承’和‘变革’前行，两者相互依存。我

们知道，每一变革而出的新面，都需要

许多继承者的巩固发扬，继承到了僵

化的地步，又生变革，如此往复不穷。

纵观书法的历史，古代的名家，无论是

变革出新的一群，还是以继承显示‘功

夫’的一党，都是在鼓励继承的风气里

得以扩散和放大他们的影响力。继承

型的书家只要闻名于世，有书迹流传，

也会被人模仿。”

人们论及东晋南朝的书法世家，历

来注意那些随晋室南渡江左的北方士

族，却忽略了江南本土的书法世家。刘

涛特别指出：“书法文籍记载的吴士书

法家，吴郡张氏一门不绝于书。”

西晋时，吴郡张氏门族中最著名

的人物是张翰（季鹰），有清才，善属

文，而且纵任不拘，很像曹魏时放荡不

羁的阮籍。张翰能草书，唐朝时还有

一帖草书存世，“三行，有古榜口，满骞

押尾”，窦蒙《述书赋注》有著录。而在

南朝，吴郡张氏最负盛名的书家当数

张融（444—497），《南史》卷三十二《张

邵传附张融》记载：张融字思光，弱冠

有名。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齐

高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

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

王无臣法。”

我 们 不 仅 要 关 注 书 法 本 身 的 现

象，更要思考书法背后宏大的历史。

在回顾北魏太武帝仆倒《峄山刻石》的

史实中，刘涛特别关注北魏太武帝南征

途中，还做了一件与军事行动毫无关系

的事情：登临峄山，“见秦始皇石刻，使

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资治通

鉴》卷一二五）。”峄山的“秦始皇石刻”，

就是大名鼎鼎的《峄山刻石》（前 219

年）。《史记》记载，秦始皇当年“上邹峄

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

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俨然一副尊重

儒生的姿态。想不到几年后，儒生惹怒

秦始皇，导致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

儒”事件的发生。刘涛看到了这件事背

后的意义：“后人一直把秦始皇的暴政

当作殷鉴，对于秦始皇自立的纪功刻

石，他们未必在意。却没想到，身赴戎

机的北魏太武帝，并非儒士，却在鲁郡

仆排秦刻石，同时‘祠孔子’，这两个举

动，表明太武帝知晓历史，懂得汉族士

大夫的‘恨’和‘爱’，也是宣示自己尊崇

儒学的政治文化态度。”

关 于 正 体 字 ，古 今 有 许 多 争 论 。

刘涛自有看法：“漫长的书体演变，不是

人为的预设，大趋势是文字的组织结构

越来越简，一路下来，步履由缓而快。”

正体字是每个时代通行的，标准、清晰

的官样字，每个时代的人，学书都是从

当时的正体字入手。刘涛认为：“正体

字形体的递变，篆书被隶书取代，隶书

被楷书取代，虽是‘取代’的关系，但是

隶书时代不废古篆，楷书时代不废篆

隶。先后出现的草书、行书都是隶书时

代出现的俗写体，也一直并用不废。所

以，汉字演进的结果，一面是正体字体

势的趋简，一面是各种书体的共存共

荣，各有其用场。因此，各种书体的书

写技法得以保存，也越来越丰富。”这一

番见解，从历史深度来观察书法的变

化，在今天更具现实意义。

《魏晋书风》

刘涛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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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

国家分裂，金瓯不统，异族统治下的中

原，更是战祸连年，清代赵翼有诗云

“国家不幸诗家幸”，相对于北朝末的

书法史来看，则可说“国家不幸书史

幸”。晋室南迁，士大夫集团亦随之南

渡，书法亦然，且在东晋出现了“二王

称英”的局面，南朝最终形成以“二王”

“草隶”新体为主流的书学传统，主要

以草书、楷书称胜。而北方历朝，则沿

用汉、魏以来的铭石体传统，北魏孝文

帝甚至亲至洛阳“观石经”，加之北魏

政权重用尤善“隶书”（偏指楷书）的崔

氏一门，因而终北朝几代，书法与南朝

的“江左风流”，终是有所不同。尤其

到了东魏、北齐期间，汉、魏的篆、隶书

在朝廷的支持下，开始再现、复兴，有

学者称之为东魏“隶书的复兴”、北齐

“书法的复古”。

北齐时期，书法全面复古，隶书也

迎来了中兴之期。高氏掌权之初，便

将位于洛阳的汉、魏石经迁往邺都，石

经迁邺之后，北齐便颁布诏书，以行政

命令的方式确定了汉、魏石经所示的

文字与书法的指导地位，这样，汉、魏

石经的隶书，便成了通行全国的标准

字体，隶书也在行政命令的推动下，达

到了全面复兴。

此时的书法，与前代大有不同，具

体体现在，北齐书法由北魏“斜画紧

结”的“洛阳体”，演变为“平画宽结”且

带隶意的平宽而又多篆、隶、楷互相杂

糅的书体，尤以隶定古文篆字的字形

结 构 为 主 要 表 现 特 征 。 此 种 书 法 面

貌，确有它极大的艺术魅力，在文字学

与书法艺术方面，也同样具有极大的

研究与学习价值。然而北齐的书法，

并不仅仅具有篆、隶、楷互相杂糅的单

一书法面貌，彼时的书法面貌中，尚有

一种相对纯粹的楷书书法，这种风格

的 楷 书 ，还 是 值 得 我 们 去 研 究 学 习

的。有代表性的如《水牛山文殊般若

经》《娲皇宫刻经》《响堂山刻经》等，这

类楷书相对于北齐杂糅体书法来说，

是相对纯粹的，但严格来说，它们也是

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篆、隶书的影响，

而它们所受到的影响，并不仅仅止于

篆、隶书的外在结构这一层次，所体现

出来的，是高于篆、隶书结构这一层次

的特点，它们吸收了篆、隶书中平正与

宽博的体势，将原来“洛阳体”中“斜画

紧结”一变而成“平画宽结”，难能可

贵。而这类书法，除了前文所提到的

以外，笔者认为出土于兖州的《河清三

年造像记》尤其具有代表性。

北齐《河清三年造像记》又名《沙

丘城造像记》，1993 年发现于兖州泗河

河畔，现藏兖州市博物馆。该造像记

刻于原造像的台座部分。造像记文字

部分纵 43 厘米、横 140 厘米，共 28 行，

满行 8 字，有界格，全文总计 208 字，3

字残泐严重。发现报告书认为造像记

中所提到的“太上皇帝”为北齐武成帝

高湛，“河清三年（564 年）”亦非造像的

真实年代，而日本的西林昭一先生则

考证认为此处的“太上皇帝”应为北齐

孝昭帝高演，其年代也应以“河清三年

（564 年）”为准，根据造像记的记载及

西林昭一先生的考证，其造像的目的

也是为了供养孝昭帝而作。

前文所述，东魏有过一段隶书的

复兴，但相对而言是一个小范围的复

兴，因而东魏隶书复兴的规模是不可

能与北齐相比的，然而东魏所复兴的

隶书，却对当时通行的“洛阳体”楷书

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结

构平宽且掺杂隶意的另类楷书，这类

楷书，在篆、隶书全面复兴的北齐，也

由其在东魏时期所形成的拉平“洛阳

体”“斜画紧结”的态势，继续向平宽的

体 势 蜕 变 。 北 齐 的《河 清 三 年 造 像

记》，如上文所提到的，正是这种书体

在北齐时代成熟面貌的体现。

北齐时期，篆、隶、楷书的杂糅程

度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辨别其书体的

程度，而书体结构相对纯粹的《河清三

年造像记》也难免落入这样的境地，因

而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假如将《河清三

年造像记》的竖画加以平直处理，并减

少运笔过程中的提按变化而施之以平

实运笔，那么这样所体现出来的字体，

是 与 北 齐 的 摩 崖 刻 经 隶 书 毫 无 二 致

的。这一是指出了北齐时期隶书与楷

书的杂糅程度之高，但是另一层较为

隐秘的意思，则是北齐的楷书，以《河

清三年造像记》为例，与当时的隶书还

是有一定区别的，其区别正在于它所

具有的楷书的一般特征，诸如体势上

的欹侧变化，用笔上的提按顿挫等等，

也就是说，它是有强烈的“我（楷书特

征）”存在的，即使是与同时期《水牛山

文殊般若经》的字体相比，在隶意明显

的平宽楷书的一般特征之下，两者还

是有所区别的，而这两者最大的区别，

笔者认为就是对提按的运用。《水牛山

文殊般若经》笔画粗细匀齐，较少提按

变化，而《河清三年造像记》的书法用

笔，在提按变化方面可以说是运用自

如且多出奇笔，这种提按，主要表现在

笔画的转折之处，其来源应是得自隶

书书写时“笔笔断，断而复起”的书写

习惯，在书写转折时的一个变体，尤其

是在横折方面，它既有楷书横折连写

的一般特点，又难以摆脱隶书“笔笔

断”要求下提笔的影响，因而在书写过

程中写到笔画末尾时总有一个轻微的

提笔示意要提笔另起，然而在这里没

有切实的另起，而是在一个短暂的提

笔 动 作 之 后 直 接 地 、未 曾 中 断 地 行

笔。这个动作是很了不起的，隋代的

《曹植庙碑》明显可以看出是受到这种

用笔的影响，而唐代颜真卿的楷书，宽

博的结体、明显的提按，不得不说是受

到北齐遗风的影响。

如 上 文 所 说 ，以《河 清 三 年 造 像

记》为主要代表的北齐楷书，其一大特

点为在隶书的影响下，保持住了楷书

的基本元素，且在朝代混乱、字体芜杂

的时代背景下，能够继续发展且能一

脉 独 传 ，这 不 得 不 说 是 书 法 史 的 幸

运。笔者曾在《北朝中的唐法滥觞》

一文中提到，盛唐颜真卿、徐浩的楷

书风格，尤其从线条、结构来看，大异

于唐初诸家的细挺斜紧，其深层次原

因 在 于 两 者 取 法 不 同 。 隋 代 承 袭 南

北，在书法方面亦居中调和，最终融

合南北，形成细挺斜紧的风格并影响

到以欧阳询为代表的初唐诸家，而盛

唐 到 颜 真 卿 等 人 则 是 接 受 了 北 齐 的

平宽楷书风格，尤其北齐楷书中的肥

笔（肥笔多由提按而来，上文已专门

提到提按），更是被颜真卿以来的书

家所继承，从颜真卿以来唐人楷书的

结构及笔法来看，这不得不说是北齐

平宽楷书的最终成功，然而这一看似

偶然的“隔代遗传”，却有着历史必然

性，颜真卿的先祖颜之推曾出仕于北

齐，很难说其先祖未受北齐书法时风

影响，也很难说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那 就 是 北 齐 的 书 风 变 成 了 颜 真 卿 先

祖的家风而代代相传，到了颜真卿这

里而达到了一个集大成的高度，恐怕

这正是北齐书风的意义，也是《河清

三年造像记》的流风之所及，这也更

是北齐平宽楷书的一大历史功绩——

发生于北齐，而于唐代改变了书法史

中楷书审美的走向。

《河清三年造像记》的平宽书风

李怀宇

张彪

我和书法结缘是偶然的。2003

年，我从中国国家话剧院退休了，刚

退下来的滋味不好过啊。我就像泄

了气的皮球，天天没着没落。一次偶

然的机会，我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

就劝我说：“你是搞文艺的，艺术都是

相通的，艺不压身，怎么不在书法绘

画上学点什么呢？”我觉得朋友说的

有道理，虽然没什么基础，但还是可

以试一试。于是，我就买了毛笔开始

学习书法。

这一练，我才发现有两个问题

是需要先解决的：一是练什么体；二

是临谁的帖。想来想去，我决定就

练 天 下 第 一 行 书 王 羲 之 的《兰 亭

序》，可练了没三天我就泄气了，那

一行行字一点儿都不像啊。后来那

位老朋友开导我说：“学习书法必须

有毅力，天天都必须临帖，大书法家

临古帖都临一辈子呢，这可不能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就这样我

耐着性子写了 40 余次，随着临帖时

间的延长，字写得也渐渐有了模样，

兴趣越来越大，信心越来越强，字写

得也越来越靠近原帖。

这几年，我通过学习一些书法理

论书籍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希望通过

这种方式，提高自己在书法方面的眼

力、眼界。当然，做到眼高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它需要你不断提高古典文学、

古典哲学、美学等等多方面的修养。

比如哲学方面，我们常说辩证法，书法

中充满了辩证法，如黑与白、大与小、

方与圆、粗与细、实与虚、正与奇、收与

放、浓与淡、曲与直、仰与俯、疏与密、

润与燥等等。把这些矛盾现象智慧

地、巧妙地运用在书法创作之中，必定

能使书法世界更加精彩迷人。

就读帖、临帖而言，唐朝的孙过

庭在其《书谱》中有 10 个字是读帖、

临帖的最高要求——“察之者尚精，

拟之者贵似。”经过几年的临帖摸索，

我也总结了一些习书的心得，例如，

在读帖、临帖时，尽量做到“十看”：一

是看起笔是露锋还是藏锋；二是看行

笔是中锋还是侧锋；三是看行笔的速

度是快是慢；四是看发力点是两端还

是中间；五是看转折处是方笔还是圆

笔；六是看字体是疏是密；七是看用

墨是浓是淡；八是看神采是静还是

动；九是看气韵是贯还是断；十是看

章法布局是实还是虚。一个帖从对

临、背临、意临反复练习百遍，你才会

从中得到无限的知识、智慧、乐趣、成

就感和幸福感。

人家五岁就练毛笔字，几十年下

来成为书法家，可称为人书俱老。我

是七老八十才拿起毛笔，虽然起步有

些晚了，但是依然很受用。十几年

来，书法已经成为我精神的寄托，心

灵上的安慰。每当我遇到心烦的事，

情绪起伏和不安的时候，书法都能让

我感到宁静和愉悦。所以我一拿起

毛笔，就感觉是最幸福的人。

拿起毛笔，

就感觉是最幸福的人
贾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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