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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皆有一笔好字，用墨客来称谓他们最恰当不
过，字写不好，文章似乎也流传不下去。苏轼有《寒食帖》传
世至今，仍旧备受方家推崇，作者受当时个人境遇和情绪的
影响，让这两首写于黄州的叙事诗成为千古名篇。除却苏
轼胸有丘壑和旷世才情，其中起关键因素的还是汉字本身，
从“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写起，直到“也拟哭途穷，死灰
吹不起”，从最初的压抑拘谨亦步亦趋到最后的慨然奔放一
泻千里，汉字在诗人笔下不仅仅是线条和结构的变化，它更
像是从人思想里生发出来的一种隐忍悲怆和愤世嫉俗的生
命形式，它让诗作的感染力与书法的表现力完美地焊接在
一起，可谓天衣无缝。在这里，线条不再单纯是线条，而是
与灵魂对话的一缕缕神秘气息，流淌的墨色不再是层次上
的黑白灰，它们最终将诗人的神情气韵凝固在宣纸上，成就
了第二行书的千古美名。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更是
妙手偶得，绝不可重复，当年当日，众诗友雅集兰亭，王羲之
兴之所至，酒至微醺，洋洋洒洒为众人的诗集作序：“永和九
年，岁在癸丑暮春之际，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借此抒
发了古代文人对人之生死修短随化的无限感慨。这样的例
子，在几千年华夏文明长河中并不罕见，可见，最高妙的书
法作品不全靠勤学苦修铁砚磨穿，有时，春风得意、金榜题
名、去国怀乡、谪守一隅、生离死别，老之将至等等，皆可成
就一段书坛传奇。

跟我们的古人相比，当代人作字多摆脱不了“功利”二
字，很多书法作品看来看去，除了感觉书家确有多年功底，
笔笔皆有来处，若想找到如苏轼那般诉诸情感和生活遭际
的神来之笔，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究其原因，当代生活多
与笔墨纸砚脱节，除了专业人士，绝大多数人不再去触碰文

房四宝，书写成为小众的喜好，孩子们
的二课堂，老年大学的必修课，与现实
生活不再发生有机的联系，更不可能与
个体的生命体验挂钩。

习字于我个人而言纯属喜爱，是发
自内心地对笔墨这一古老方式的认同。
写小说二十多年一直用电脑，噼啪的敲
打声里，总有种码字工的嫌疑，且伏案年
头久了，腰椎颈椎皆不同程度受损，每每
被大大小小的疼痛所扰。于是，换一种缓
解疲劳的方式，完全摆脱电脑羁绊，宣纸
在书案铺开，人静立而悬腕，兼毫毛笔刚
柔相济，蘸墨的过程就那么短短的几秒
钟，提笔在手之前，一定要让自己学会
气定神闲，心无旁骛，哪怕一丁点杂念
闪念，都会落在纸上成为污点。有人说，

作家书法不过是凑热闹，图的是名人效应。当然，真正的书
法定要从源头开始，我们写出的每一个字，都要符合汉字演
变的美学规律，篆、隶、楷、行、草，哪一样都有“法”可依，不
可随心所欲肆意为之，这就要让临帖成为一种习惯，相信总

有一册经典书帖适合自己。不光练手，更要练眼、练心，所谓
眼到手到心到。再者，作家对字词句篇的理解有着先天的优
势，比一般人更加深切，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潜移默化为一
种审美观念，一种空间格局，一种对汉字的莫大敬畏。

书法随想
□张学东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张学东 书

心外无物（王阳明传世之语） 张学东 书

一次书法篆刻艺术成果的巡礼
——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展览进京展侧记

□本报记者 许 莹

5月18日，由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第十三届
书法篆刻展览进京展在京开幕。进京展共展出
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书家
作品275件，涵盖篆、隶、楷、行、草、篆刻及刻字
等类别。进京展作品植根传统，风格多元，时代
气息鲜明，体现了近年来书家汲取借鉴、活化利
用文博资源的成效，整体反映了当前书法创作的
阶段特征和当代书法的审美取向。展览设立山
西、浙江、河南三个展区，引导广大书家以经典意
识、时代立场为创作方向，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
化伟大历史进程，推动书法艺术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中国书协主席孙晓云在致辞中谈到，1980
年在沈阳举办的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拉开
了国展的序幕，开启了当代书法发展的新纪元。
44年来，四年一届的全国书法篆刻展览，是中国
文联、中国书协最具权威影响力的书法展示活
动，以其强大号召力和影响力，成为引领书法审
美、价值认同和发展方向最具权威性的重要载
体，成为凝聚广大书家向心力、集中展现当代书
法艺术精品的重要平台，背负着广大书法家与爱
好者热切的期望与关注，承载了广泛的社会期待
与时代重托。每一届国展都展现了那一段时期书
法、篆刻创作的艺术风貌和整体水平，记录着一
代代书法工作者孜孜不倦临帖创作的艰辛与喜
悦，积淀着他们夙夜不怠辛勤耕耘的思索与向
往。在组织过程中，中国书法家协会着力改革组
织模式、优化评审方式、创新展览形式，经过精心
筹备、严格评审，按书体分为浙江、河南、山西三
个展区展出，目前入展作品均已在相应展区与观
众见面。进京展共有275件作品入展，其中篆书
28件、隶书40件、楷书63件、行书66件、草书48
件、篆刻21件、刻字9件，这些作品是优中选优
的精品力作，如实呈现了当前书法创作发展的趋
势，符合艺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能够比较充分
地展现这次展览实力与水准。

据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常
务书记杨守卫介绍，浙江以承办十三届国展分展
区为契机，深入挖掘中国书法历史文化以及兰亭
书法文化地标的丰厚资源，积极推动书法艺术传
承发展，不断锤炼书法队伍，大力推进书法创作。
自征稿以来，认真做好组织发动、创作培训、点评
指导等工作，营造了踊跃投稿的良好氛围，共收
到中国书协会员参评作品743件、非会员参评作
品1488件。一个月前，（浙江展区）的学术特展

“大匠运斤——浙江近现代篆书篆刻名家作品
展”，在绍兴兰亭举行。浙江的书法家都非常珍惜
这难得的学习机会，纷纷前往观摩展览，在反复
对比中寻找差距，在现场交流中提升认识，在自
我反思中明确创作方向。承办此次大展，对提升
浙江书法创作整体水平，普及传播书法篆刻艺
术，扩大浙江书法在全国的影响力，起到了很好
的促进作用。

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方启雄谈到，为了办好
这次展览，河南省文联、省书协认真落实中国文
联、中国书协的安排部署，努力做到“三个坚持”。
坚持以绣花之功精心办展，各个环节孜孜以求、精
益求精，展览得到完美呈现。坚持以河南书法文物
资源勾勒文字变化过程，用科技建模手段实现“汉
三阙”模拟实物场景再现，给龙门二十品配以精美
的题跋，以千唐志斋馆藏墓志精粹直观展现唐宋
书法审美脉络，聚焦经典，内化出新，让观众在充
满代入感的书法场景中感受历史文脉与时代传

承。坚持以为民之心提升观展体验，每个展览都安
排名家现场讲解，讲解中穿插书法史、书法审美、
书法创作等知识和技巧，让展览成为观众学习书
法、欣赏书法的纽带。展览进一步点亮了城市文化
生活、丰润了河南文化底色、提升了群众文化品
位，自4月27日开幕以来，热度持续不减，已吸引
省内外书家、爱好者及观众10余万人，“汉三阙”
实景再现成为网红打卡地，微博话题#河南的国展
让书法文物活成了热点#等阅读量达1.1亿人次，
网友表示“河南书法特展每一笔都是对历史的致
敬，每一划都隐藏着前尘往事”“看这个展览像与
古人在隔着时空对话”。为响应群众观展热情，不
仅每天延时1小时闭馆，而且除进京展作品外，其
他展品将延长展期一个月。

山西省文联党组书记李斌认为，本次山西展

区精心推出行书草书主展和“真山正源——傅山
书法艺术展”“魏碑溯源——平城时期魏碑书法
艺术展”“盟书墨源——侯马盟书文字艺术展”三
项特展，在“完整性”“实证性”“学术性”上取得重
大突破。“一主三特”四大展览溯源探脉、合璧连
珠，展示了中国书法事业精品迭出的崭新局面，
既是一场书写山西精彩故事、展示三晋文化魅力
的文化盛宴，更是一场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书
写新时代正大气象的文化盛会。本届大展山西展
区的圆满举办，已经成为推动山西文艺攀原登峰
的重要引擎。一是精品力作竞相涌现。山西入展
作品数量和位次均取得历史最好成绩，一批优秀
中青年书法家异军突起，实现了文艺精品创作与
队伍建设双丰收。二是观展人数屡创新高。截至
5月17日，山西展区共接待省内外观众26.5万余

人次，成为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展览期间，专门
举办了11场书法公益大讲堂，使国展真正成为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

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书法，是线的艺术。这条
线，勾画天地开合之结体，万象俱在。它连绵不
断，跌宕峥嵘，刚柔相济。要使这条线富有文化精
神的张力与弹性，须佐以人文之修养、功夫之修
炼、人生之历练，出入千数百家而自得其寰。书法
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由文字而展开的审美体现了
中国文化独有的创造，本次大展具有一定的导向
作用，因此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能入选，
便是荣誉。荣誉背后，是责任与担当。这种担当表
现文化主动性、体现文化主体性。毫无疑问，这种
主动性和主体性是守正创新的动力，是推动书法

艺术不断发展的洪流。
吴为山还谈到，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

个时期所掌握的资料都充分。因此临帖、学习前
人显得更方便。但是，学传统关键在于学精神。董
其昌曾提出过写书法的三个阶段。第一，初若印
泥。这是学习形貌的阶段。第二，中若印水。这是
神采对话与贯通的阶段。第三，终若印空。这一阶
段，主体与学习对象的关系实现了反转。“印”表
明有来路，集大成；“空”则体现海纳百川，大而化
之。三个阶段，也是三个境界，既适用个体，亦适
用于整体。今天的书法，同样要“印空”。一方面，
对传统进行创造转化和创新发展，并使之匹配于
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彰显时代精神和时代
价值；另一方面，还要提炼出书法超越时间、地
域、文化的共性之美。

晁补之《古阳关·寄无 八弟宰宝应》林海珊 书（江苏 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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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27日，由北京画院
主办，中国艺术研
究院支持，北京画
院美术馆与齐白石
艺术国际研究中心
共同承办的展览

“劣纸·良画——齐
白石的墨痕逸兴”，
在北京画院美术馆
与公众见面。展览
旨在以“纸”为切入
点，整理艺术家日
常生活的杂笔、墨
痕留存的粉本，梳
理其画纸的种类、
特点，借助新的视
角探索齐白石艺术
灵感的开端，解读
其独特的视觉图像
生产方法，洞察其
纵横一生的创新与
探索、逸趣与智慧。

纵观齐家画稿，纸张材质不一，包装纸、练字纸、
边边角角的余纸、油污纸，皆能为他所用。因劣质的
材料、琐碎的笔触，这些作品的价值易被低估，然而正
是借助“劣纸”的特性，齐白石常常创新技法，遣景入
画，最终形成独具一格的风范。展览甄选齐白石艺术
精品共计74件套，其中，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
献馆珍藏的一套二十五开册页《花卉图稿》首次面世。

一器一物，小到岩间水鸟、铜鸭香炉、枝上鹦鹉，
大到山水奇景、碳烟浓雾，无数牵动艺术家心绪的场
景都能够入画。借助毛边纸、元书纸的粗糙纹理，齐
白石通过点、线、面的独特设计形式，从瞬息的客观物
像上提炼、萃取美感和气韵。可以说，劣纸之画蕴藏
着齐白石的生活与哲学。它们既是最普遍、最低微的
画材，契合着齐白石谋生养家的需求；它们也是最意
外、最难掌控的艺术元素，滋养着画家的笔墨趣味。
看似轻松达成的艺术造诣，实则源自艺术家对绘画持
之以恒的热爱。或许，“良画”并不局限于日常之所谓

“好看”，同时也是为了反思艺术作品的价值，劣纸之
上，良画方显。齐白石借由绘画材料而创作的偶发视
觉语言和表达形式，带领观众再次感悟、解读中国水
墨画的妙蕴。展览将持续至10月。

（李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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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泳《履园丛话》节录（局部） 刘伟明 书（河北 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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