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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谓的“三段式”书法创作方法论，指的是“浸入式感受、

体验性书写、主题性创作”。这是中国书协在2021年举办的“伟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法大展”（以下简称“伟业”）中首

次提出的一种创作理念，2022年，在“征程：迎接庆祝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书法大展”（以下简称“征程”）中再次得以贯彻落实。以

往在各种艺术创作中谈方法乃至方法论的现象并不少见，但对于

传统书法领域而言，似乎只有“书法研究方法论”，很少谈“书法创

作方法论”，甚至有一种延续已久的观念认为，书法创作需要“自然

书写”，反对一切方法和方法论，这种情况显然是不符合书法创作

实际的。尤其是以往书法创作理论多局限在笔法、墨法、字法等技

法层面，对于古人所强调的“字外功”反而有意无意有所忽视，或者

言之不详，此时，“三段式”书法创作方法论就进一步显示出其对于

匡正书坛时弊的积极意义。

且不说古代书法家的创作是否都如文学作品中所说的那样

“怀素自言初不知”，就当代书法创作而言，创作代表性作品的时

候，显然是有某种前期的酝酿、构思乃至设计的程序在的。在今天，

书法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形式，并且蓬勃开展的中国当代书法创作

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艺术形式的语言能够表现和讴歌新时代，因此

其对标对象已经是当代视觉艺术创作，应符合视觉艺术创作一般

的流程。所谓“一蹴而就”甚至“直播书写”的书法创作虽然不是天

方夜谭，但至少并非当今书法创作的主流。关于这种书法创作的研

究，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书法心理学研究中还偶有出现的

话，那么在今天书法史研究中应算是久违了。有鉴于此，中国书协

配合专题大展，结合创作实践提出“三段式”书法创作的方法论，不

仅对于当代书坛创作风气有某种指导意义，对于书法理论研究来

说也带有某种范式性的创新。

所谓“浸入式感受”，有些类似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所说的

“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或者考古学、人类学学者所说的“下工

地”“做田野”一类的工作。中国书协要求“伟业”“征程”两次专题

展览的部分作者走一线、下基层，对自己即将用文字和笔墨表达的

对象进行深入调研、感受和体验。比如，书法家李明创作表现的对

象是2017年时代楷模张劼，他是一位“淬火英雄”，作为一名特警，

他用血肉之躯抵挡歹徒的爆炸物，虽然大难不死，但在英雄的身躯

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李明近距离走进了这位英雄，当面聆

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这是一种无法取代的“在场”的体验。在美

术创作中，构思一幅巨制之前，艺术家经常使用“写生”“采风”等创

作手法来体验生活，其实这种经历对于书法创作来说同样是不可

或缺的。在某些时候，这种体验或许是一种直观的冲击，在另一些

时候，这种体验或许有可能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触动。就像欣

赏一件经典书法作品最理想的境界一定是面对“原作”，创作一件

具有情境性的书法作品也最好身临其境。正如人类学家如果不做

田野工作，或者考古学家如果不下工地，那么他的研究至多只能是

“纸上谈兵”。

所谓“体验式书写”，指的是上面所说的这种浸入式的感受要

贯穿体现在整个书写过程之中，要求体验与创作之间具有一种同

构性，并用书写过程表达了自己所获的震撼。美学家立普斯的“移

情说”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书法家的内心感受也能够通过某种心理

机制“转译”到所创作的作品之中。仍以李明为例，可以想见，书法

家在创作讴歌这位淬火英雄的作品时，脑海中所浮现出的一定是

英雄在火海中搏斗的场景，那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统摄整个书法

创作的过程。可以说，有没有这种浸入式的感受或许能够让所创作

的作品面貌出现本质差别。这种感受与书写《祭侄文稿》的颜鲁公

或书写《寒食帖》的苏东坡虽然经历不同，但对于书法作品来说却

有共同意义。由此，体验式书写作为一种书法创作方法论也与业界长久以来所诟病的

“抄写唐诗宋词”等拉开了明显的距离。

所谓“主题性创作”，指的是汇聚此前两步调研、创作的最终成果。如果说“浸入式

感受”和“体验式书写”说的是一个前后连续的创作过程的话，那么可以说主题性创作

是对这一创作过程的概括和丰满。尽管主题性创作是“三段式”书法创作方法论的第

三个阶段，但这个阶段显然不是前两步完成之后递进的结果，而是作为一种观念，从

一开始就统摄整个创作过程，并且在最后一个阶段完成书法作品。在主题性创作的过

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文辞内容的创作与书法形式的创造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由于有了“浸入式感受”和“体验式书写”，从而保证了当代

书法创作中的“主题性创作”与其他领域相比有了更为丰厚的内涵。把中国书协提出

的“三段式”书法创作方法论描述为既是当代书法创作领域深入生活、表现时代的创

作模式，也是书法理论研究的一种理论创新可以说并不为过，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意

义也值得书法界、理论界进行深入解读。

当然，作为一种理论，要想形成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派或者范式，还需要在内核、构

成及其严密性等方面不断深入检验、丰富和完善。作为刚刚问世不久的一种新的创作

理论，“三段式”的书法创作方法论也不例外，还有待于从理论、实践多个方面不断完善

自身。例如，从检验标准方面来说，我们是否可以清晰地对作品中“沉浸式感受”的成分

进行书写形态方面的辨识和评价，也就是说完成一种社会科学所要求的“概念操作

化”，从而划定其中的界限？所谓的“体验式书写”与一位风格已经趋于成熟的书法家日

常风格之间的理想比重是什么，又该如何厘定书写内容的基调与书法家平素所擅长的

书法风格基调之间的矛盾性？至于“主题性创作”究竟是否应该成为书法创作中的常

态，甚至从“专题展”走入“兰亭奖”“国展”等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书法创作平台，以及如

何判定一件“主题性创作”与一件“非主题性创作”作品在艺术水准之间的高下？对于这

些当代书法创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书协和有关专家显然已经有了一些初步思

考，也通过“乌海论坛”“绍兴论坛”等大型当代书法创作的专题论坛进行了激烈讨论，

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但是相对于整个艺术领域来说，书法艺术对于当代的探

索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主题性创作方面的起步也远远落后于美术等其他兄弟艺术门

类，因此目前的探讨还只是一个开端。我们相信随着人们在古老的书法艺术可以表现

当代生活这一问题上不断凝聚共识，关于书法的当代性、书法创作等基础理论的思考

必将在未来书法领域成为显学，从而一改书法史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

（作者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某日，当拿起笔，面对一枚草莓，画下第一根线条

时，突然周遭安静下来，就像回到了从前，那时，一切

都很慢，可以看天上云卷云舒，也可以蹲在地上看蚂

蚁搬家……草莓被描绘着，就像它在自然生长一样，

内心安静安稳到听到了生长的声音，闻到春天泥土的

气息，似乎还有宽阔舒缓的音乐，有时是舒伯特的小

夜曲，有时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时

而浪漫，时而明朗真挚，时而深刻。这都是现在想象

的，其实，就是安静，安静到心生欢喜。为了获得这种

感觉，七百多天的日子，就在这安静如水的清淡里，缓

缓流逝了。

安静，也就没有功利、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了，

在纸上笔走龙蛇随心所欲。这时对“自由”“自在”的

哲学释义似乎也有了一点体悟，就像《五灯会元·卷

第八》中所述，“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师曰：‘自

由自在。’曰：‘见后如何？’师曰：‘自由自在。’”自由

和自在，从来都是难以企及的，却在漫无目的的涂鸦

中偶然相遇。有时想，大概目的性恰是“自由”和“自

在”的限定吧。“舍”和“得”的两面，须要舍了才能得，

或者得了也得舍。舍了功利，或可得自由。

罗兰·巴特说：“阅读？但那是我的工作。写作？也

是，我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画画。它是一种

绝对没有理由的活动，身体的，归根到底是美学的，

同时又是真正使人放松的，真实的懒惰，因为画画并

不涉及任何骄傲与自恋——因为我只是一个业余爱

好者。对我来说，画得好与画得不好，结果都一样。”

每个人都不愿意永远被严肃的工作束缚，能够在工

作以外做没有拘束的事情甚至无所事事乃人之所

愿。于我来说，画画是一种自然的流淌，没有画得好

和不好的评价负累，安然地随波逐流，这是否也是一

种懒惰呢？

虽然不在意评价，但在涂鸦中学习也是一种乐

趣。西方绘画有四千多年历史，从古代绘画、中世纪

绘画到文艺复兴三杰，还有巴洛克与洛可可，到新古

典主义、印象派乃至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其中野兽

派、立体派、抽象派、象征主义、达达主义等流派纷

呈，画家、作品令人目不暇接，卡拉瓦乔、克劳德·莫

奈、亨利·马蒂斯、毕加索……几至流连忘返。而中国

画有七千多年的历史，唐代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

记》中将中国的绘画起源追溯到传说年代，作品汗牛

充栋。传统中国文人一般以寄情山水、以山为德水为

性的内在修为意识而追求美，追求所谓的“天人合

一”，他们退避到山水中，笑傲江湖。有“文人画”之所

谓。苏轼在文人画方面的许多观点，影响深远，他说：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去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

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

倦”。他强调神似胜形似，最耳熟能详的有“论画以形

似，见与儿童邻”。其实神似比形似是更高的要求，所

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画人画面难画心”。有历代文人

画家在前，高山仰止，也有时能领会于万一，文人画

家在画作中所体现的情感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中国

人的精神。

再说，文学和艺术历来是相通的，王维也是诗人

画家，“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

诗”，苏轼更是代表人物，即

如汤显祖在评点《花间集》

时，评语也多有借鉴绘画艺

术，如在评诗中说“得画家三

昧”，或“皆诗中画”，或“在尺

幅中”，或“亦画家七十二色

之最上乘”等。

当我偶然拿起画笔时，

似乎并没有过多想法，但可

能一切都尽在安排，偷懒的

人最终选择了懒惰。而懒惰

也是一种“诗意的栖居”——

寻找精神的乐趣，在画中安

放心灵，安放时间，或许这也

可称之为一种画中有诗。

画中有诗
□朱 蕊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3月 20日，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

国画院承办的“时代新象——中国艺术研

究院国画院第五届院展”在中国工艺美术

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周庆富，中国工

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馆长韩

子勇，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院长牛克诚，

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马锋辉，中国

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吴为山致辞。

开幕式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常务副院

长崔进主持。

本次院展自2022年春开始筹备，历时

一年得以成展。展览不仅涵盖国画院48位

在职、退休、外聘艺术家近年创作的精品力

作，同时还展出106位历届特聘创作研究

员和部分特邀画家的实力佳构共241幅

（套）。这些艺术家均为当前国内各大艺术

机构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代表性艺术家，其

鲜明的艺术风格、较高的绘画水准和良好

的社会形象被各界广泛认可。“时代新

象——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第五届院

展”在近800米的展线中，不仅展现了中国

艺术研究院国画院的整体创作实力，也集

中、全面、客观地体现出当代中国画创作之

盛貌。

展览主题为“时代新象”，表现出新时

代中国画的时代气质，反映着当代中国画

家对传统中国绘画技法之赓续与对时代精

神的领悟，表现内容饱含着对国家、人民的

深情，蕴藉着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的

真切感受。院展作品不但具有高超的艺术

审美，更具有深切的时代关怀。展览表明，

生活和人民是艺术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创作源泉，只有坚持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内容，坚持以时代先进人文思想、人文

精神为基础，在中国画领域进行积极有益

的语言探索，才能够书写出不负时代的浓

墨重彩的艺术篇章。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31日，其间还

将举办“时代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国

画院第五届院展”的专题理论研讨会。

由广东画院、广东省美协联合主办，湛江书画院、

茂名市书画院、阳江书画院、潮州画院、汕头画院等单

位协办的“根植南粤：广东画院‘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作品展（第一回）”日前在广东画院开幕。

展览汇聚了广东画院在职画家、主题创作特聘画

家以及7个地市美协、画院的主要美术创作力量，集中

呈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创作以及表现广东和

大湾区人民生活发展变迁、现代化社会进程、新时代城

乡面貌等不同题材的80余幅作品。这些作品立意鲜

明、形式多样，时代气息强烈，充分展现了广东艺术家

立足时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情用功讲好中

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的责任担当。

广东画院副院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郑阿

湃说，通过本次“深扎”活动，我们真切感受到，艺术家

只有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走进生活才能收获真情实感，

才能以饱满的热情与动力从生活源头去挖掘创作的素

材和灵感，才能创作出有筋骨、有温度、接地气的现实

主义艺术精品。本次活动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将为今

后的主题实践活动和“绿美广东”艺术创作项目提供更

多有益思考。

当日还举行了“根植南粤：

广东画院‘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作品展（第一回）”

工作座谈会。会议邀请众多专家

参会，围绕“深扎”的机制建设、

价值意义、新时代广东美术创作

等话题展开探讨，旨在推动广东

文艺创作、研究繁荣发展，共同

孵化“大作”讲好广东故事。

作为广东画院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

的具体举措。“根植南粤：广东

画院‘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主

题实践活动”力求在学术交流活

动中，增进各地市美术之间的交

流与互动，促进当地美术发展，

挖掘更多基层美术人才，团结全

省美术创作力量，为广东美术形

成百花齐放的艺术生态提供更多

借鉴与启示。 （粤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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