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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名家系列：赵博海、邱尚坤

赵博海，号智明斋主。辽宁省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直属机关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沈阳师范大学书法教育
研究所兼职教授，辽宁文化传统学院
兼职教授。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奖获
得者。

全国公安文联会员，中国公安书法家协会理事，福建
省公安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三明
学院书法研究所研究员，泉州书法家协会理事，石狮政协
书画院副院长，石狮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入编《西
泠印社首届国际艺术节作品集丛》。被《海峡都市报》《石
狮日报》《泉州空港》《海峡两岸书画名家典藏》等作专题介
绍。出版《邱尚坤优秀书法作品选》《邱国顶先生七秩书画
作品集》等。参加“十家之美”书法展、“狮城七子书画展”。

邱尚坤的书法以隶书为主要面目，
他写隶书，在用笔、结体的基本技巧上，
是以福建乡贤伊秉绶的风格为取法来
源。伊秉绶的隶书从临习汉碑入手，于
汉碑中方整、雄壮一路的作品用功最
深，对其中的沉实粗犷加以提炼、夸张，
于是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面貌，在清
代书坛上独树一帜，对后世的影响也相
当广泛。

邱尚坤对伊秉绶隶书的研习，首先
体现在用笔的劲挺流畅上。自清代中
期碑派书风兴盛，学隶书者均取法汉
碑，努力追求沉稳凝重的趣味，甚者则
有意摹拟斑驳残损的石刻效果，在行书
过程中故意颤抖、顿挫，流为习气。伊
秉绶则迥异时流，以光洁挺健的笔触写
出坚劲厚实的点画。邱尚坤在用笔上
正是继承了伊氏的这一特点。看他的
作品，可以感觉到作者在书写过程中不
是描摹、修饰，而是果断下笔，顺势而
行，通过转折处的沉稳以及点画的粗细
变化来达到一种气息上的饱满贯通。
要取得如此的效果，肯定要经过长期、
反复的练习，才能做到自然、洒脱而不
拘谨生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邱尚坤
所下的功夫和积累。

在结体上，邱尚坤继承了伊秉绶隶
书方正、宽博的风貌，字形整饬而均
衡。同时，他更注意到伊氏隶书结体在
浑朴粗壮之中时时流露出巧思与变形
的特点，并在实践中加以把握和运用。
伊秉绶的隶书之所以表面稚拙、古朴却
并不呆板僵化，就在于他能够灵活发挥
甚至夸张从汉碑中提炼出来的某些因
素，通过个性化的强化塑造来造成一种
特殊的生涩、活泼融为一体的趣味。邱
尚坤在实践中也抓住这种表现手法，在
对字形的分布处理上经常突出某些局
部，以聚散疏密的差异对比来打破平均
整齐，而且这种处理方式在他的笔下都
是以自然轻松的面目出现，并无刻意摆
布安排的痕迹，充分显示出作者对其规
律的理解和在操作经验上的娴熟。

临习和模仿是书法学习与实践过
程中的重要阶段，个性、风格往往在这
样的练习逐渐发现、明确并成熟起来。
从邱尚坤的作品中，也可以感觉出这样
的特征与趋势。比如他在沿袭伊秉绶
风格的作品中，就带有一种不同于伊氏
的轻松率意；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取
法近似《石门颂》一路的细笔隶书，用笔
和结字都更显疏宕和舒张；同时，他还
喜欢在隶书中融入一些篆书的结构元
素，偶尔也会有篆刻中的移位或疏密手
法出现在笔下……总之，在邱尚坤的作
品中可以看出继承、模仿与自我习惯的
交替和融合，而这正是一个作者不甘故
步而且能够不断前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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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赵
博海精神矍铄，聊起陪伴他大半生的书法
艺术如数家珍。

中学毕业后，赵博海到上海当兵。
大街上悬挂的名人牌匾、百姓家中张贴的
书画以及大上海的文化氛围加之少年时
获得的赞许，激发起了他对书法的喜爱。
只要有时间赵博海就逛书店买字帖，每星
期仅有的一天休息日他都要去文房四宝
店欣赏名人字画，平日里他还养成了剪报
的习惯。从那时起，赵博海的人生已经与
书法艺术分不开了。

青年——痴迷书法，砥砺前行
喜爱书法的赵博海在学习创作中不

但没有感到枯燥乏味，反而静中寻乐，甚
是欢喜。书法中字形、用笔变化形成的奇
妙效果，深深地吸引着他。上世纪80年
代，赵博海到江苏昆山部队任职，每逢夏
季部队实行午睡制，战友们在寝室呼呼酣
睡以此缓解训练之苦，他却利用这段时间
学习、读书、练书法，几年间从未睡过午
觉。用赵博海的话说，这样既能让他忘却
背井离乡的孤独感，还可以化解繁重的工
作压力，更大的益处则是从书法中感受到
了充实和快乐。

在部队期间，赵博海结识了陆家衡
等书法名家。对赵博海影响最深的是高

式熊先生。高先生的书法、篆刻功底非常
深厚，赵博海看了很多篆刻方面的书籍，
对刀法产生了困惑，高先生的一句“执刀
和执笔无定法”令他茅塞顿开。自此，赵
博海把古人的方法与自己的理解相融合，
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篆刻风格。不久，篆刻
作品《有志者》和《事竟成》在《空军报》上
发表。

中年——汗水加悟性，成就一代
名家

1988年，已婚的赵博海调回沈阳，他
将平日里省吃俭用攒钱买下来的石头、刻
刀、书籍塞满了整整两大行李箱。前来迎
接他的岳母误以为是带回来的礼物，甚是
欣喜，可没承想到家一看却是一堆石头。

多年来，赵博海笔耕不辍，在由篆刻
印章向“书法家”蜕变的道路上不断求
索。他利用业余时间自费报名参加了中
国书画函授大学，每周一次课，一读就是
三年，期间赵博海从未请过假。他认真梳
理了《中国书法史》，了解文字演变、创新、
形成的过程，仔细阅读学习资料，《行书字
帖选》《楷书字帖选》《篆书字帖选》等与书
法相关的书籍都被赵博海熟读并视若珍
宝。天才离不开勤奋，赵博海付出的汗水
的确也比别人多，仅《兰亭序》就临摹了几
百遍，伏案挥毫至凌晨三四点钟已成生活

常态，废寝忘食成了家常便饭。
著名书法家董文评价赵博海的书

法：长于楷则，善八分隶变，倾心行草，诸
体兼攻，熔冶一炉，终以楷法而脱颖。究
其缘由，赵博海用“先入为主”一词加以诠
释。1990年，赵博海无意间看到了《张玄
墓志》楷书字帖，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临摹不下数百遍，中楷的沉着、清秀、劲
健、细润和淡雅在他的笔尖下被展现得淋
漓尽致。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一年间，赵
博海就先后参加了三次大展，其中以《张
玄墓志》风格创作的作品入选了全国首届
正书展。首次踏入全国展的大门无疑是
对他阶段性学习成果的极大肯定，也以此
奠定了他在书法界的影响。“朋友通知我
入展时，自己完全不敢相信，多次与发布
方核对消息的可靠性，感觉就像做梦一
样。”赵博海兴奋地回忆着这段甜美的
往事。

春夏秋冬，花开花落；时光流逝，激
情不减。1998年，赵博海调入辽宁省文
联工作。为了将自己的书法爱好与工作
完美地结合，他甘愿放弃了办公室主任一
职而选择了当一名书协干事。在这一岗
位上，赵博海大展身手，他参与组织全省
临帖班，吸引了众多书法爱好者参与其
中，入展数量达到了全国前列。除此之
外，还参与组织了全省兰亭展和省展。在
推广文化交流活动中更是不遗余力，多次
组织各种书法班，每逢重要的节日还要举
办书法展，等等。为了挤出时间创作，他
每天七点半前一定会到单位，晚上则是最
后一个下班。在1999年全国第七届书法
篆刻作品展上，赵博海又一举折桂，摘得
最高奖。虽声名鹊起，他仍坚持临池不
辍，此后多次入国家级书法展，享誉省内
外，跻身名家之列。

老年——功成名就，崇尚艺德
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赵博海虽身

为名家，仍不忘初心，将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多年来，多次参
与组织辽沈书法名家走基层活动，激发百
姓对传统艺术的喜爱与追求；连续多年下
到各地市辅导书法爱好者，挖掘培养新
人。赵博海认为，书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
的核心被人们认可、传承需要很多因素，
首先政府要提倡，将书法艺术上升到一定
高度，赋予其一定价值，才能使书法人具
有荣誉感，得到尊重，这也是一种激励，只
有这样书法爱好者才会增多。其次，要将
书法传承下去，不仅要真心热爱书法，还
得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必须要肯付
出肯吃苦。第三，书法不单纯是艺术品，
它还包括书写者的人品、学识、志向。赵
博海说：“大汉奸汪精卫的字写得也很好，
但没有人会把他的字挂在屋内。只有好
的人品配以好的作品才能成为佳作，人们
才会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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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博海楷书作品

本体，是一个事物成为自身并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根
本标志。书法的本体也应作如是观。对书法本体的探究
表现为对“书法是什么”的回答。从古至今，人们都很少从
字面意义上把书法理解为书写的法则。在更多情况下，人
们对书法的定义，都可同时作为对书法美的定义。所以，
笔者就把这两者当作同一个问题。在中国书论史上，对书
法的定义有很多，但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从自然中
寻找书法的根据，即“书肇于自然”。第二种是从主体心灵
的角度，表现为“书为心画”。第三种是书法形神观，即把书
法比附为人或者其他生命体，认为书法也是形与神的
统一。

“书肇于自然”为东汉蔡邕所提出：“夫书肇于自然，自
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自然界中有阴阳
之道，阴阳之道是永不停息的生命运动，表现为静态的“形”
与动态的“势”。蔡邕是把书法中的相反相成关系，例如中
侧、方圆、藏露、浓淡、疏密等，当作阴阳关系的一种体现，把
书法的“形”与“势”当作自然界中的“形”与“势”在书法中的
凝结，这是从自然中寻找书法的本源。这种书法起源论会
导致再现论，即把书法视为对自然的再现。由于书法受到
汉字造型的限制，这种再现绝非逼真的描绘，甚至也不是
中国画式的类型化描绘。因此，这种再现只能在“囊括万
殊，裁成一相”的意义上讲。书法再现自然的一个直接结
果是法度的提炼和建构。“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

“竖如万岁枯藤”等可以说是以物喻书，但更多地是法度的

总结与运用。“自然是法度的来源。”即使不这样理解，我们
至少也可以断定：自然美对法度的建立乃至创新是有启发
意义的。张旭、怀素、黄庭坚等人从自然中悟得笔法就是
例子。

在中国书法史上，“书肇于自然”的观念在唐以前是主
流，宋元明时期较为沉寂，清代又重新出现。在唐以前，它
最鲜明地表现为用自然美比喻书法美，例如卫恒《字势》曰：

“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渺尔下颓，
若雨坠于天。”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当然是欣赏书法
时的联想活动及审美感受，但也可勉强看作自然物象之美
在书法中间接曲折的反映，总之，皆是强调书法与自然美
之间的联系。直至唐代，这一联系仍被广泛强调。李阳冰
旗帜鲜明地说：“缅想圣达立卦造书之意，乃复仰观俯察六
合之际焉：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
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
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
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咀嚼之势。随手万
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所
谓“形”“容”即蔡邕所讲的“形”，“势”即蔡邕的“势”；“度”是
数量、范围、界限之意，“体”有形式、体式、制度等意，“分”是
差别，“理”是秩序、规律，相当于“形”“势”背后的“阴阳”

“道”。因此，李阳冰的这段话是对“书肇于自然”的具体表
达。唐代不仅强调书法与自然的联系，还强调书法与心灵
的联系，从而形成了自然本体与心性本体并重的格局。孙

过庭认为书法本于“天地之心”，即阴阳之道，同时又可以抒
发哀乐之情。张怀瓘也说：“形见曰象，书者，法象也。”“法
象”一词源于《易传·系辞传下》中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
法于地”。“象”指天上之物，“法”指地上之物，“法象”泛指自
然界的一切事物。圣人观察法象，制作八卦，后来“法象”便
引申出效法、模仿之义。所谓“书者，法象也”，即是说书法
是对自然的模仿。同时，他又说：“或寄以骋纵横之志，或托
以散郁结之怀。”肯定了书法抒情写意的一面。

宋代比较重视性情、人品、学问等精神方面的修养，造
成书法中的心性本体论兴盛开来，于是对自然的关注就不
及以前了。元明两代也是如此。清代对历史上的书法观
念进行了总结，观察自然的学书方法又被提倡。晚清刘熙
载就认同“书肇于自然”，他对怀素、李阳冰师法自然以学书
表示肯定，将其概括为“与天为徒”“观物”。但他对“书肇
于自然”也有所发展。他说：“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
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这句话实
际上区分了“书肇于自然”的贡献与不足。贡献在于“立天
定人”，即说明了书法的起源或生成；不足在于没涉及“由人
复天”，即书法应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书肇于自然”这种观念有没有优点呢？笔者认为有
二。第一，古代画论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其实书法
也如此；“书肇于自然”这种观念会促使书家外师造化，开阔
眼界，涵养胸襟，这对于成为一个杰出书家是有益处的。
第二，从自然中汲取营养会使书法具有更多的灵性，宋代

书法与唐代相比，总缺少一些生机与活力，原因就在于过
度强调胸次修养，而不重视师法自然；反之，否认书法的再
现性，割裂书法与自然的联系，对书法的发展是不利的。

“书肇于自然”的缺点也很明显。第一，“书肇于自
然”其实是大而化之的理论，主要揭示了书法的起源及再
现性，而没有揭示书法的独特内涵。如果说“书肇于自
然”，那么，是否也可以说“画肇于自然”“艺术肇于自
然”？如果后两个能够成立，那么，“肇于自然”就只是所
有艺术的一个共性。如果后两个不能成立，那么，凭什么
断定“书肇于自然”成立？所以，仅仅抓住“肇于自然”，根
本不足以使书法成为自身并和其他艺术相区分。笔者认
为，“书肇于自然”更多地可视为一种学书方法，即从自然
中汲取书法的营养、获得笔法的启示，等等。第二，艺术
主要是在与现实相间离的意义上讲的，是一个相对独立
自足的世界，虽然不排除它多少有些再现现实的影子，但
它本身并不以再现为目的，因此，用再现解释艺术从根本
上讲是不妥当的。书法也是如此，虽然书法是书写汉字
的艺术，汉字又起源于象形，但象形不是书法的任务。书
法虽然能让人联想到物象之美，但并不以描绘、再现物象
之美为自己的使命。书法只是能够再现，但并不是为了
再现。更何况书法的再现性是在“囊括万殊，裁成一相”
的意义上，也即是在再现自然界的虚实、疏密、动静等形
式美的意义上讲的，因此是十分微弱的。

由上可知，虽然“书肇于自然”是中国书论史上的一
个主流观念，对书法也有裨益，但它并没有切中书法的
本体。 （文章有删减）

评中国书论中的三种书法本体论之“书肇于自然” □ 魏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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