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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论艺

书坛传真

2 0 1 9 中日书法邀请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 7 月 20 日，由北京书法家协

会、日本山梨书道协会共同举办的“2019

中日书法邀请展”在北京智慧长阳美术馆

开幕。展览展出中日书法家夏湘平、夏

潮、刘洪彪、梁永琳、王兴家、花田龙溪、望

月大耿、马燕平、植松峡山、金丸探龙等 50

余名作者的近 140幅作品。

中日书法交流历史悠久。从公元 710

年，日本大规模吸纳汉文化开始，中国书

法便传入日本，至今已有千年的中日书法

交流史。本次展览为进一步推动中日书

法艺术更深层次的交流，深入探讨书法艺

术的发展前景和方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开幕式前，中日书法家现场挥毫，通

过交流展示了中日书法的艺术魅力。日

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为此次展览题

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书法家夏湘平在谈到中日文化交流

的渊源时表示，中日两国隔海相望、一衣

带水，自古以来民间文化交流不曾断隔。

上溯公元前 210 年徐福东渡亶州（即日本

古称）。从公元 7 世纪初至 9 世纪末约 264

年的时间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

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可谓中日

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

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

做出了巨大贡献。

日本山梨书道协会会长花田龙溪表

示，从中国传来的汉字至今仍是现代日本

人民生活中不可欠缺的文化要素。其中

之一就是以汉字为题材形成的一种文化

艺术，中国称之为“书法”，在日本被称为

“书道”。山梨县知事长崎幸太郎介绍，诞

生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书道，孕育了日本

的万叶假名和假名。经过山梨县一辈又

一辈先人的努力，促使和纸、砚产业得到

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发展。

书法家梁永琳说：“日本书道创作中呈

现的强烈时代性和丰富民族传统令人赞叹、

眼界大开。书法的交流对书法水平的提高

大有裨益。没有大量深层次的交流、观摩、

品鉴、批评、剖析，没有眼界的开阔与境界的

提升，高品质书法的出现就无从谈起。令人

欣喜的是，中日书法友好交流摆脱了猎奇的

羁绊，交流活动始终活跃而频繁，渐入佳

境，本次展览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7 月 29 日。

（李亦奕）

名家书沈鹏诗词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7 月 18 日，“大江弦歌”名家

书沈鹏吟江阴故里诗词作品展在北京李

可染画院开幕。本次展览由江苏省江阴

市委宣传部、江阴市文体广电旅游局、江

阴市文联共同主办，旨在大力弘扬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研究、传播沈

鹏诗词、书法艺术和学术思想。沈鹏是我

国著名的书法家、诗人，自 20 世纪 70 年代

以来，沈鹏创作了近千首诗词，先后出版

《沈鹏词选》《三馀吟草》《三馀诗词选》等

专集，其中吟咏故乡江阴的 40 余首诗文由

江阴介居书院邀请沈鹏和国内 40 余名书

法家分别书写。

据了解，沈鹏情系桑梓，从 1998 年起，

陆续将自己创作和收藏的书画精品、图

书等捐献给家乡母校南菁高中，成立沈

鹏 艺 术 陈 列 馆 ，捐 资 设 立 沈 鹏 奖 学 金 。

2018 年，沈鹏又在江阴成立介居书院，为

家乡人民提供了一个欣赏艺术、感受艺

术、提升艺术素养的全新场所。此次展

览收录的沈鹏吟咏故乡江阴的诗文，每

一首都寄托着沈鹏对家乡的赤子之心、

眷眷深情。

（杨惠荃）

书 法

不曾谋面的忘年交
——记周退密先生

陈巨锁

四明周退密词丈，久居沪上，年高九十有一，是我

仰慕的学者之一，相交愈二三年，时有书信往来，却不

曾谋面。

五年前，九五高龄的施蛰存先生赠我签名本《北

山楼诗》，就中有《周退密夫妇五十齐眉祝之以诗》和

《题退密诗卷》二首，皆施公早年之题咏，时退密先生

尚于役辽东。2001 年 12 月施先生又赠我《北山散文

集》两巨册，其中书信部分，收入施先生致周退老函札

就有 68 件之多，为收信人之最。于此可见二老的交

往之密和情谊之深了。我拜读这些函件，如对二老，

品评碑帖，切磋辞翰，商借资料，相约晤面，互致问候，

无不赤诚相见，真情感人。2002 年 8 月，施公再以大

著《北山谈艺录续编》见赠，此书扉页之题字便是周退

老手迹，秀逸中见神韵天成，劲健处知人书俱老。

感谢施先生的惠赠，我对周退老的了解，不少是

从施先生的著述中知道的。年前，施蛰存先生以百

岁高龄作古了，我深深地怀念他。在我书架上，不独

陈列着施老的多种签名本著作，还有我最为钟爱的

施先生在 30 年代所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的重印

本。这是我于 1984 年自泉州携归的，于今也有 20 年

的历史了。

话已扯远，言归正传。在 2002 年 2 月，我请上海

季聪兄与周退密先生转上拙作散文集《隐堂随笔》一

册，以乞教正。到六月间，得到周老回函，并赐法书数

件，令我喜出望外。其函曰：

隐堂先生：月前季聪同志来，读尊著《隐堂随笔》，

至为感谢。足下文笔斐然，引人入胜，至为钦佩。敬

书奉匾额、楹联、条幅等数件，聊博大雅哂正。并志墨

缘，非敢以云报也。即颂文祺，并祝潭吉。弟退密匆

上恕率。

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先生以隶书“文隐书屋”、篆书“隐堂”、行书条幅

书王西野诗《九华山遇雨》，楷书拙联“青潭白龙时隐

现，丹崖古碑任摩揩”为赠。先生于我初交，何厚幸如

之！我感激不尽，遂即修书再三致谢。至同年 11 月，

周先生又以大著《捻须集》见赠。此书收先生十年中

五言律诗 160 首。遂置诸案头，不时品读。先生虽年

登耄耋，却诗思敏捷，诗律精微，能不令人钦佩。

去年春天，拙作书法长卷《陈巨锁章草书元遗山

论诗三十首》由荣宝斋出版，奉寄印品一件与周先生，

敬请赐教。未几，得周老长跋一则，跋语错爱过甚，我

实不敢当。然前辈提携后学，奖掖之心，跃然纸上，殷

殷可鉴。今抄录于后，权当鞭策，惟努力奋进，以谢先

生之厚望。

巨锁先生：昨以《章草书元遗山论诗三十首》长卷

见视，展卷观赏，老眼为之一亮。信夫，当今艺苑之照

明珠也。章草书，近日有以用笔凝重、结体奇古为工

者，望之若夏禹岣嵝之碑，古则古矣，其如人之不识

何。今先生之书则异是，盖能以二王之草法，融入汉

人之章草，化板滞为流畅，精光四射，面目为之一新，

而结体一仍其旧，规范斯在，为尤可宝也。先生生于

忻州，沐山川之灵气，得遗山之诗教，以绘事名噪南

朔。予尝读其诗若文，均秀发有逸气。此卷八百五十

字，连绵若贯珠，一气呵成，无懈可击，洵可谓之优入

圣域者矣。诵厉樊榭之“清诗元好问，小篆党怀英”之

句。吾意欲之遥企山居俱远矣。爰书所见，以求印

可，幸先生进而教之。二〇〇三年三月晦日，四明弟

周退密拜草。

周老赠我大跋后，随即拨通先生电话：

“是周先生家吗？”

“是。”

“请周老接电话。”

“我就是！”我拿着电话，有些吃惊了，九十老人，

声如洪钟，铿锵有力，若非神仙中人，焉能如此精神健

旺。我在电话中感谢老人惠赐大跋，并谈到施蛰存先

生与周老的 68 件函札。周老说：“那只是施公在‘文

革’后给我的。‘文革’前的均丢失无存了。”听声音，不

无惋惜之感。最后我祝愿老人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先生曾命我作画，有函云：“倘得一小幅法绘，作为

家珍足矣。”长者之言，焉敢不从，遂画梅花一纸，献拙于

先生。至癸未立秋，始得先生函件，方知先生曾因胆囊

炎住院。沪晋千里，山川相隔，未及慰问，深感不安。惠

函附寄诗作二纸，其一为：

巨锁先生赐红梅小堂幅，率赋俚句奉谢：

一幅红梅远寄将，高情厚意雅难量。

昨来自觉衰颓甚，读画权当礼药王。

老树嫩枝疏着花，野梅合在野人家。

若非貌取凭知己，一任横斜映浅沙。

右诗作于今年六月二日，时正因胆囊炎住院三周

后出院回家之际，故有自觉衰颓之语。旋于当夜急

诊，再入院，直至手术摘除胆囊，故迄未写奉也。八月

八日癸未立秋退密又识。

其二为：

垂爱劳良友，兼句积牍重。

侑觞新画卷，倾盖老宗工。

物作青毡守，珍当焦尾同。

小诗申悃愊，远寄托飞鸿。

病中荷巨锁先生撰联并书及惠赠法绘红梅小中

堂，情谊稠迭，至为感激，率赋俚句，以求鉴宥，即乞吟

正。九十弟退密更生后拜稿。

拙画一幅，竟劳先生费神，吟成三首，并抄寄于

我，真是投之木桃，报以琼瑶。藏于箧笥，随时展玩，

每每想见周老捻须吟咏之情状。

得此诗函，遂致谢忱，并将所藏贺兰山岩画拓片

一帧以赠先生。未出月，又得惠书云：

隐堂先生侍右：奉月之望日手翰暨贺兰山岩画

拓片乙纸，无任欣慰。弟素喜收集古刻拓本，惟岩

画一门，当以此为创获，诚为石室中一大特色。欣

喜之余，即写一跋尾，兹先将原稿乙纸附呈郢正，希

不吝加墨其上掷还，以便打字，至企至企。秋虎可

畏，未知尊地已能进入秋凉否？病后手颤，草草复

奉，即请文安。弟退密顿首。八月十六日。

又《贺兰山岩画放牧图拓本跋》：

贺兰山岩画有狩猎、放牧、舞蹈等诸刻，曾见诸报

刊介绍，为吾中华大西北之远古文化遗产。向往已

久，亦淡然忘之久矣。日昨忻州市文联作家吾友陈君

隐堂（巨锁）忽以拓本一纸见赠。衰年得此，为之狂喜

不已。

岩画为阴文凿刻，与嵩山汉画像石刻之作阳刻者

异。亦制作愈简朴，年代愈悠久之一证也。画中可见

者：人二、马一、羊三。左起一人握长竿，从马背跃起

驱策羊群，马张口而前，马前又一人握长竿徒行，意在

束羊使之就列，以免散逸者。羊三头首尾相衔，行进

中时时作回头状，形象极其生动。君于拓本空白处题

诗“日之久矣，牛羊下来”二句，盖明此刻为放牧而非

狩猎也。爰为拈出，以著君之精鉴，不如仆之一览而

过，泛泛不求甚解也。

抑仆又有言者，辛巳（2001 年）之春，君曾于役银

川，亲临贺兰山下，目击岩画，有“观之再三，不忍离

去”之语，其好古之情，殆如蔡中郎之于《曹娥碑》，欧

阳率更之于索靖书矣。昔香山居士有云“斸石破山，

先观镵迹，发矢中的，兼听弦声”之数语，以之移赠吾

隐 堂 ，可 谓 恰 如 其 分 际 。

君 其 莞 尔 一 笑 ，受 之 可

乎 。 二 零 零 三 年 八 月 二

十日。四明周退密，年九

十更生后，书于海上安亭

草阁。

读先生跋文，我不禁

汗颜。贺兰山岩画拓片藏

我处多时，实匆匆“一览而

过”，其题句曾不假深思，

亦顺手拈旧句书其上，仿

佛而已，大略而已。而先

生对岩画拓片，观察之细

密，考究之精审，又将此岩

画的形象逼真地再现给读

者 ，这 一 切 无 不 令 我 叹

服。从中正可窥见老先生

治学的严谨，行文的高妙。

随函尚附有《退 密 诗

历》复 印 件 二 纸 ，存 录 诗

稿 6 月 2 日 二 首 ，7 月 17

日 至 31 日 七 首 ，8 月 2 日

二首，8 月 10 日六首，8 月

17 日一首。于此，足见周

丈 与 诗 为 伴 ，不 废 耕 耘 。

愈感先生宝刀不老，诗思

如泉。

周老好酒，见有句云：

“ 我 虽 户 名 小 ，亦颇酒思

汾。”“枯肠无酒润，闲坐听

茶笙。”“酒中有深意，浅酌

幸毋呵。”……我生愚钝，得

交周丈，自感幸甚，何日携

汾酒赴沪上，一睹先生仙

颜，把盏乞教，其乐何如。

先生与我诗、书（信）、

题跋等已集录多多，从这

些文字中不正可以读出周

丈的道德和文章吗？

（作者系书法家）

悟有顿悟和渐悟之分，它在艺术创作

中有重要的作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悟

为：了解、领会、觉醒。用之于艺术创作，即

有了解艺术发展之规律、领会艺术创作之

精神、启发艺术创作之灵感的意思。《现代

汉语词典》悟的下面有悟道和悟性两个词

条。解释悟道为：领会道理或哲理。解释

悟性为：指人对事物的分析和理解的能力。

俗世间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亦讲悟，人

和人的交往，获得知识、研究学问，特别是

搞艺术创作，也讲悟，也有顿悟和渐悟之

别。佛教上的悟，是悟佛理，悟佛道，讲究

心身合一，入佛悟道。我们现实生活的

悟，即悟生活的道理，悟人生的哲理，悟艺

术的规律。虽然，悟的内容有所不同，但

所采取的方法却是一样的，或顿悟，或渐

悟，若有所悟，即为成矣。

艺术创造与悟有更密切的关系，如书

论家盛熙明所言：“挥运之妙，必由神悟。”

书法临摹和创作中，挥笔用腕，必由神悟，

才能达到高妙绝伦的艺术境界。书法学

习和创作上的悟有顿悟和渐悟之别，皆因

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时代不同、地

域有别，创作者的修养、才情、教育背景不

同，所悟的境界、效果则不同，就有了千差

万别，这就自然产生了艺术水平高下之分

和艺术风格特点之别，雄健、秀美、茂密、

苍茫、拙厚、柔美、清丽、静逸等，风格多

样，情趣盎然。

自然世界和人生正是因为有了许多

的不同，有了阴阳之别、大小之异、主次之

分、强弱之争、明暗之界、雄秀之变、高低

之差等，才有了差别，才有了竞争，才有了

变化，才有了奋发、努力和希望。人与人有

了差别，就会有思想认识、艺术趣味、审美

理想等方面的差别，自然就有了顿悟和渐

悟之分。有的书法家思想活跃，眼界开阔，

才华横溢，亲和力强，善于学，贵于钻，模仿

能力强，创造思维活跃，加之见多识广，所

以能够茅塞顿开，突然之间能够善悟，心胸

豁然开朗，眼前一片光明。这即是艺术创

造上的顿悟。而有的书法家则为艺诚朴，

基础扎实，功力深厚，临摹有方。但思想认

识则放不开，稍稍有些保守，遇事喜欢精研

力到，慢功出细活，循序渐进，不温不火，最

终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功到自然成。这

即是艺术创造的渐悟。我们说，顿悟靠艺

术家的才情和修养，渐悟则靠艺术家的功

力和修炼。不管是顿悟还是渐悟，都是艺

术创作的殊途同归，只有风格方面的不同，

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书法史上通过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悟，

善悟书理的书法家很多，有顿悟的，有渐

悟的，有悟出笔法的，有悟出结构的，有悟

出章法的，更有悟出书法的体势、韵味、风

骨、灵感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代的草书

大家张旭。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曰：“往

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

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

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

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

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

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

犹鬼神，不可端倪。”张旭的草书具有艺术

性和创造性，他的作品中既包含了人的七

情六欲，喜怒哀乐，又囊括了宇宙万物的

一切自然生灵，从天到地，有动有静，无所

不寓于书，所以他的艺术创造达到了“变

动犹鬼神，不可端倪”的高妙境界。这里

张旭的艺术创造既有人心灵的感悟，又有

大自然之助，成为古代浪漫主义艺术创造

的典型。

特别是传为张旭所书、现藏于西安碑

林博物馆的草书《肚痛帖》，真是绝妙之

极。作品的内容很奇特，既不是什么诗，

又不是什么词，而是一段特殊的生活经

历。作者突然肚子疼痛，不知是受凉，还

是火气上升，取来一碗大黄汤中药，一喝

就好，冷热俱有益。此作虽然是刻石，但

线条流畅，笔道清晰，映带自如，淋漓酣畅

地表现了张旭草书的风格特点，可以说是

张旭本人心灵、情绪的综合反映，也是其

对自然万物的真实感受，是书法家心灵和

自然的有机交融所产生的杰作。正如美

学家李泽厚在《略论书法》里分析的那样：

它可以是创作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

秩序的全部展露；另一方面，它又是“观于

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

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

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它可以是宇宙普遍性形式和规律的感受

同构。

书法艺术所表现所传达的，正是这种

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心理秩序结

构与外在宇宙（包括社会）秩序结构直接

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调的伟大生

命之歌。书法艺术是审美领域内人的自

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的直接统一的一种典

型代表。从张旭书法创作的例证来看，加

上我们对李泽厚先生所论的学习和理解，

我们认识到书法艺术的悟，需要建立在艺

术家对人生和自然的综合感悟和综合体

验之上，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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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悟与渐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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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唐代墓志拓片巡展

本报讯 日前，由洛阳师范学院主办，

湖北美术馆、河南省公共文化研究中心和

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承办的 2018国家艺术

基金传播交流推广项目“洛阳唐代墓志拓

片巡展”武汉站在湖北美术馆开幕。

本次展览甄选了河洛地区 200 余件墓

志拓片书法精品，大部分未曾公开展出。

展区分为历史名人墓志书法展区、楷行篆

隶书法风格展区、互动体验区等，全面展

示唐代书法艺术的高超成就以及墓志纹

饰、雕刻等原始艺术信息。展品很多出

自颜真卿、徐浩、梁升卿、张旭等名家，也

有不少来自民间书家，充分展示了古代

书法艺术的整体水平和生存状态。展品

中名家书法以中和、典雅、严谨见长，充

分展示了唐代书法崇尚法度的精神和特

点。民间书法以率意、质朴、奇异取胜，

具有天然质朴之美。它们汇聚在一起，

从多个角度和层次彰显了书法艺术的和

谐与丰富之美。

值得一提的是，湖北美术馆公教部特

别配合展览策划推出“梦回大唐——书、

刻、拓艺术全体验”系列活动，并配合讲座

及志愿者现场导览，让观众在观展之余全

方位感受大唐的艺术风华。

据悉，武汉是该项目的第五站，之后，

还将到西安、兰州等地巡展。

（李亦奕）

陈
希
望
墓
志周退密致陈巨锁函

夏湘平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