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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是别人定义的，
一切都在自己心里，在自己
笔下。天启的书法作品在思
想表达、文化附着、时代抒
发、学术阐示上都给人留下
了倚窗叩门、薄纱掩面、过目
动情的深刻印象。条理起来
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探赜钩深、性灵廓彻
的尊奉。这是天启书法艺术
的传统皈依。观览天启集子
里200余帧作品，我仿佛感到
他正在与传统、与法度进行
一场时隔千年的时空对话。
他要与古人聊聊红尘月光，
与寒松叙叙天地炎凉，与书
圣品品兰亭墨香，与时代论
论书道短长。

隶书创作《心经》，谋篇
稳润，禅心明志，于诵读中听
梵音；意蕴博正，佛念慧人，
于叩拜中施教循；笔墨庄重，
贝叶透香，于方圆中论曲直；
法度严谨，钟磬缭绕，于虔诚
中见淳厚。书作朴野自然、
润满方正、气韵生动、尊古有
我的风貌着实令人心折，可
以看出天启对传统的承袭与
包容，对先贤品格的叩拜与
敬重，对未来出新的寄托与
倾情，于是便有了他的毓秀
婉丽，便有了他的跌宕纵横，
便有了他对书道的信奉与笃
诚。天启在点画的宣泄中完
成了意韵的表达、审美的寄
托；在古今书道的追求里实
现了传统的延续，出新的梦
想。这是一次高贵的书法感
动，值得欣赏者珍视。

书，有此形质；人，有此
情操，不忘初心矣！这正是，感时应世高格，
藉蕴清扬绰约。创意自我，岁月蹉跎。师传
统，有修得，一部承续典册。

二、质朴自然、淳厚平正的意韵。这是天
启书法艺术的襟怀使然。意韵乃境界情趣的
彰显，是书法作品予人精神情感的慰藉。每
个欣赏天启书法的人都能感受其书作的传统
圭臬、时代醒示、人文诉求、美学感染的力
量。天启行、草、楷、隶兼善，质朴自然且平正
淳厚。其意韵绵远、雅致，若处子委婉陈情；
线条明净、从容，如春曲唱晚扶风；用墨点画
和润，恰珠玉流泄融通；韵味天质、自然，似饮
茗气爽神清……

楷书条幅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道统
清新，竹杖芒鞋，自在从容，古而不泥；用笔踏
实，布衣青巾，淡定悠远，饮而不失；施墨润
盈，红袖招手，点画秀宕，雅而不迷；结幅纵
肆，荒村野渡，沉静厚美，稳而不急。天启的
楷书正襟危坐，庙堂高居；庄重虔诚，用笔精
致。既有柳公权清朗瘦硬的劲健之姿，更有
颜鲁公硕满浑厚的雍容之美，亦不乏欧阳询
严谨的俏美之髓。这是唐人法帖融入其心
志、感悟其毫巅、开朗其情怀的一回境界擢升

和情感迸发。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得意之作。
天启在书法求索的道路上，既梦在开始，更乐
在最后，当是精彩的人生。这正是，风神率意
和寡，颖毫平正成家。草腾龙蛇，隶弄梅插。
楷精微，行潇洒，望尘同侪老辣。

三、出入规矩、创意自我的求索。这是天
启书法艺术的笔墨心路。天启书香世家，自
少小吮墨命绢迄今已近甲子。其书法求索的
心路可谓迢迢漫漫，曲折艰辛。既有“柳暗花
明又一村”的笔墨欣喜，更有“淋漓写退一天
星”的血汗付出。这当然是一回墨弦荡心、岁
月际幻的性灵陶冶，在予人深邃想象与憧憬
的同时，又给人一种芬芳悠远的缅怀与回
味。而要品味天启求索之路，我的体会是：

“点滴规矩，时刻自我。”他知传统，懂规矩；求
新意，有心得。牢记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大成：
既有卫氏隶书的仙娥弄影，红莲映水；更有张
芝草书的一笔丽成，精妙飞白；还有锺繇楷书
的结体方稳，飘逸萧疏；最后才有《兰亭序》的
玑珠陡生，天下喝彩。天启就是在传承借鉴
中走过来的。

草书条幅李白的《清平调》，以动示静的
设幅，阵云纵峙，恣肆绵延，说明天启已深谙
草书章法之道；锋毫自信的笔墨，线条熟稔，
歇续婉转，说明天启已甚得草书结字之妙；气
势生发的意象，风神洒脱，流畅娇俏，说明天
启已彻悟草书藉蕴之美；款款陈情的风致，间
有憩息，筋骨相连，说明天启已完窥草书节奏
之奥。草书的真谛在于秉持无定质的变化
性，以随类生情、触遇成形的条旨，恣性任墨，
执持寻逐，最后终于到达“神明自得，变化万
千”的艺术彼岸，让后人感叹膜拜。体味岁月
的沉淀与馈赠，感悟心灵的明澈与宁静，慨叹
时空的洪淼与远冥，欣赏生命的灿烂与笃
诚。天启的艺术求索道路应该给学书者一个
真实的提醒与借鉴，因为书法不仅仅是笔墨
线条的构成，他更是美好心灵的搭建。这正
是性灵廓彻天下、逸笔率性无华。古貌今妍，
隽秀并发。得心源，笃教化，醇如煮酒论茶。

四、会通时代、奉古悟今的笔墨。这是天
启书法艺术的时空昭示。览阅天启的书法集
册，给我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循钟张之道，得
魏晋之妙，悟帖牍之美，弄时代之潮。任何传
统艺术如果不打上时代烙印，都将是没有生
命力的，既不能发扬，亦不能光大。正因为天
启能中规中矩地珍视传统，用情用意地倾情
创作，出新出异地回报时代，无愧无悔地挥洒
笔墨，所以才有了他跌宕起伏的草书，结体工
致的楷书，波折具妙的隶书，纵情豪放的行
书，这是一回难得的时代表达。“师古不泥，开
拓进取”，是时人倾倒后站起来的感悟。

榜书《龙飞凤舞》，其气势若樊哙执盾，荆
卿按剑，予人以气壮山河的联想；其笔触如韩
信将兵，武穆搦枪，予人以弓刀雪满的神往；
其意蕴恰金刚驻地，力士运拳，予人以超迈物
我的鉴赏；其修养正神龙摆尾，鹤翔九天，予
人以水流云行的畅爽。此帧书作，起笔如楷，
运颖若椽，结体广博，萦带气连。既有高风终
古，彰显传承的古典美；又有书节尽人，雄浑
超迈的时代感。天启在传统与现实中挥洒笔
墨，在承袭与创新中升华自我，洞悉他的智慧
与诗心，感受他情注翰墨、宠辱皆忘的心魄与
哲学，就该知道什么是学书者的极致与化境

了。这正是笔墨会通书魂，毫颖萧散醒人。
妙构自然，天质雄沉，写禅意，舍俗存，韵若闻
韶操琴。

相信，天启在未来定能坚守中国书法的
文化个性，保持中国书法的文化尊严，忠诚中
国书法的文化基因，尊重中国书法的文化形
态，为世界、为世人酿出一坛浓浓的墨香来。

傅天启 行草书李白诗

当代名家系列·邵峰、傅天启

中国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文化艺术，
以其书写笔法、结构和章法为特色，其历史可追溯
至约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再由秦朝的小
篆发展至汉朝被取名为“汉字”，至唐代楷化为今
日所用的手写字体标准楷书。

写好书法，笔者通过十几年的临作，浅谈些许
感想：

首先要悟帖，“帖”一般称之谓“法帖”，是专供
人们欣赏、研习书法用的，在读帖的同时要领悟法
帖的内涵，读懂每个字的执笔、运笔、点画以及结
构、布局（分布、行次、章法）等内容，悟得精细程度，
对于临帖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一本名家法帖，每个字、每段内容、整个文章
都有其深奥之处，要不断反复临摹，反复阅读，正
如清代名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所说的“先能
察，后能拟”。要了解法帖的运笔技巧，尤其使转、
空抢，把握不当则易现俘滑、毛草等病。行笔中，
圆笔用绞，方笔用翻，其长短、疏急、欹侧、向背都没
有法定模式。因而悟帖着眼点在于掌握结体的韵

律性，而不要停留在几种“形”“法”本
身，可以由基础的结构特征入手，进而
渐入佳境，与古人合拍。

悟帖要掌握好方法，不然会只识外
形而无法深入。那么如何悟帖呢？

首先从字形表面领悟，对字形的每
一点、每一笔、每一画都要细读，运笔中
锋铺毫，点画意到笔随，润峭相同，字的
提按、起伏、铺毫、藏露、曲直、驻笔、大
小、粗细、轻重、弹性、力度、虚实、惯性、
节奏、速度等技法都是结字中必不可少
的，领悟好了这些要点，就基本掌握了
书写的技巧。

其次是作品通篇布局，其曲直刚
柔、阴阳疏密、错落奇正、擒纵收放都可
反映作者的内心活动和书写水平，读懂
这些才能更好地临帖。临帖是书法入
门的必备方法，是书法学有所成的必经
之路。

俗话说“见字如见人”，书法往往反
映一个人的性格、兴趣、爱好，甚至当时
书写时的心情，所以，选择一本适合自
己性格的法帖非常重要。笔者认为，根
据自己的性格爱好选择相应法帖；如性
格豪放者，选择董其昌的帖，性格斯文
者，选择怀素的帖较适合。选对了适合
自己的法帖，更容易入门。

选好法帖之后就是临帖了。首先，
临帖不要整篇眷抄，要选择部分内容先
临，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这样才会事
半功倍，如果通篇一起临，则易走入茫
区，因为一下无法熟记太多内容，无法
背帖就无法临帖。

其次，临帖力争要“像”，每一字、每
一笔、每一画最好与帖一样，切莫盲目
创新，熟能生巧，只有熟练了才能掌握
古人的法度，才能更好地创新。临作与
原作的相像程度，反映了你理解和掌握
古法的程度。

第三，一般来说，临帖是用自己的
手写别人的字，从本质上看，临写得越
像越能体现你的观察、理解、审美的能
力，越细、越透就越能说明你的敏锐，这
是临习者成功的必备素质和基本条件。

第四，临帖要注意如下几点：
（一）字形的大小体现作品的活力，要避免

呆滞。
（二）一件书法作品都是由提案、使转、起伏、

铺毫、曲直、驻尾等形式组成，这就体现在笔画的
轻重、粗细上，它能反映作者的书写功底和技能。

（三）名人法帖在铺毫、曲直、枯湿的运用中非
常到位，作品灵动、优美，临帖时要一丝不苟，处处
到位，要做到枯要见笔，湿要见形，枯湿要过渡，要
自然。

（四）疏密、欹正是法帖中画龙点睛之笔。欹
正相生，参差错落，学得像了，如拨云见日。

悟帖与临帖是辩证的，二者相互依存，是书法
爱好者成功的必经之道，只有悟帖到位，临帖精
细，才能更好地吸收法帖的古法，创造出自己的风
格。在创作中，再将自己的感性和理性掺插其中，
反复运用，既能表现作者的情感变化，又能调节作
者的节奏，古今互用，定能完成一幅好作品，打动
观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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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简——原生态之美 □ 崔铁男

书法既有大家闺秀之美，又有小家碧玉之纯；既有阳
春白雪之雅，又有下里巴人之朴。

一、内涵的原生态之美
原生态是指事物没有被特殊雕琢、存在于民间原始

的、散发着乡土气息的表现形态。居延汉简是古代戍边士
卒在特定环境中创造的、未经雕琢修饰的、原汁原味的、乡
土气息浓厚的草根书法艺术。它们给人以天真烂漫、率性
自然、古拙质朴和浑厚大气的美感。

在居延汉简出土之前，我国进行史学研究的材料主要
以东汉时期的碑文与石刻为主，这些作品虽具有历史研究
与文学研究价值，但从书法艺术角度讲，这些碑文、石刻的
字体是成熟的隶书字体，字形过于规范，主要是刀斧凿刻出
来的，不具有毛笔书写的浑然气概与天然韵味，没有太多的
美学价值。居延汉简出土后，学者通过对其实物资料进行
研究，发现其布局鲜活，具有神韵，澄清了以往人们对西汉
书体的误解，使今人距离古人真实书写状态越来越近。

简书大都用于行政公文、律法文书、商贾往来及生活
记事等，真实记录了当时人的思想情感与社会现象。古人
为便于记言，乃隶书急就，结字出其不意，率真朴茂，自然天
成，大小参差错落，用笔八面出锋，在有意无意之间给人以
强烈质朴之美。正是古人的质朴与无意而书，才形成了汉
代书法艺术绮丽多姿的景象。

二、笔法、结构、章法的原生态之美
居延汉简笔法灵动雄健、大朴不雕。起笔收笔较为随

意自由。笔画的变化一般较大，而且节奏感极强。其中有
两个至关重要的变化：一是笔画本身的轻重粗细带来的节
奏变化，一画之内，起伏跌宕，起伏中寓稳健；二是不同粗细
的笔画组合之后，字势节奏的变化，大小搭配，相安协调。

居延汉简结构宽绰开张、恣意纵横、烂漫多姿，其多变
的形态与古人的书写工具、书写习惯是分不开的。简书多
用木牍与竹简，执简牍于手，率意书写，随意生发，掺杂行草
笔意，点画从不同方向入纸，结字出其不意，稚拙可爱，貌似
无规矩可言，其实法度森严。它们的结体与笔画，有许多在
我们今天看来，是难以接受或不敢想象的。正因为有了这
些特殊性的笔画，我们才能看到居延汉简的自然灵活、丰富
多变、潇洒自如。从书法技法史来看，这些长竖、巨捺的出
现，还对后世行草书法技法起到了推动作用。

居延汉简章法整饬错落、疏放连贯。原本一枚木简只
写一行文字，但当人们无意中在较宽的木简上作两行、三行
书写的时候，才发现字势发展的空间变大了，文字表达的自
由度也更强了。于是就产生了布局的概念，产生了空间的
遐想。体现在木简上，则有疏密、黑白、松紧、粗细、繁简等
诸多对比，整体章法多横势少纵势，重自然少做作，字字独
立而又顾盼生姿，貌似粗头乱服或不衫不履实则淳厚古

朴。既有精心的安排，又使作品无刻意布置之感，充满生机
和意趣。

三、精神气韵的原生态之美
任何艺术品都存在于其所属的时代与民族精神中，具

有其独特的魅力，彰显其民族特色，居延汉简也不例外。其
书法的形成与时代背景、地理环境及汉代的民族精神有重
要关联，同时也受当时戍边士兵的人格思想的影响。

文字是记载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的重要工具。书法
与文字有实质的不同。书法不仅表现在书写内容的丰富
性，而且表现在书者对文字的表现形式上。就书法作品而
言，从文字的书写形式中能体现出书写者的文学修养。作
品是书者人格思想的体现，书家通过书法作品的字体直接
将其艺术思想表达出来。居延汉简书法的精神气韵表现
为以下几方面。

居延汉简的书法具有浓厚的自然韵味。中国的书法
是将自然的节奏融入字中，表达书者对自然韵律的感悟。
这主要与书法的艺术特点有关系，书法属于点线作品，通过
点与线的极强的表现力将字的整体进行串联。点变化多
样，不同的书法家在书写时所用的力量不尽相同。线也是
书法艺术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张力，
能展示出力量美和柔性美。居延汉简的每个字都是独立
的个体，字体表现得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修饰，使人感受
到当时戍边将士的顽强生命力和狂野的气息。所有字结
合在一起，给人一种巨浪洪流奔腾不息之感，产生与天地自
然的共鸣，这就是居延汉简浓厚的自然韵味。

粗犷直率不同于粗鲁张扬，而是一种自信大气的表
现。这主要与居延汉简形成的年代有关，受到社会风气的
影响。汉代豪放不羁，有学之士多有宏图大志和精忠报国
情怀，有的长年戍守边塞，有的与匈奴骑兵作战，有金戈铁
马、战死沙场的气概，加上目睹边塞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
自然风景，逐渐形成豪放、粗犷的性格。他们闲暇时以书法
寄情，也与传统文人的书法具有不同之处，展示出士兵高昂
的斗志和奋勇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看居延汉简，它是我
国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当时戍边将士的一种精神载体。

浑厚博大的境界。“书为心画”，是作者情感的载体，自
然也要追求境界。居延汉简的书法具有飘逸空旷之感，观
者当了解其所处时代背景，才能设身处地感受到戍边将士
空旷豁达的人生境界，可与同时期的雕刻、绘画作品的博大
境界相参照，共同彰显出当时的历史特点。汉代是一个各
种艺术表现形态发展的时期，它们都具有饱满、古朴等特
点，体现出浑厚博大的境界。居延汉简也是一样，单字苍劲
有力、落落大方，看似错乱无章，但乱中求整，体现了书法的
博大精深。

当居延汉简的原生态之美呈现在眼前时，人们无不为
自己对传统书法认识的日益麻木而愕然。继承、发展、创新
简牍书法艺术是当代书法人崇尚本真、追求质朴、亲近自然
的睿智之举，也表达了人们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的审美境界。居延汉简的豪迈与烂漫、雄浑与率真、质朴与
大气，正合乎当代人的这种审美心理需求，自然就成了当代
书法家表达自我性情的最佳选择。

邵峰 行草书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