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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碑践帖”的审美理想
沙孟海在评价沈尹默书法艺术时曾说：“沈尹默的

书法专精于二王体系，取精用宏，得其神韵，特别讲究
用笔，其流美俊逸，尤深得晋唐法度，社会上公认为晋
唐帖学派的代表。”毋庸置疑，在二十世纪初碑学末流
对于书法艺术形式美感的表现逐渐走向粗糙化、简率
化、庸俗化之时，沈尹默以晋唐帖学为宗、以典雅中和
为尚的书法审美理想对于传统书学人文品格的回归与
技法精微的强调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当然，由于沈氏
在审美心理的体验上缺乏一种“庄禅精神”的超脱与自
由，因而从其书法作品的审美表现来看，显然存在着一
种拟古主义的倾向。陈振濂先生就指出：

（对于帖学传统的诠释）沈尹默们却都未进行准确

的捕捉与把握，书法也就在如此氛围下走向了它的衰

落。依清道人对北碑的承传与沈尹默对法帖的承传，

说到底，都是一种人为的“歪曲”，离他们应有的本意大

相径庭的。

虽然沈氏书法在创作力方面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对其艺术价值的判断，但笔者以为，无论是一味

“捧杀”还是一味“棒杀”或许都失之匆忙，对于沈尹默
的现代评价，理应观照其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与文化
语境。而体察沈尹默“以碑践帖”的书法审美理想，恰
恰具有避免偏颇的必要性。

对于艺术审美理想追求往往会陷入两种境地，一
者是像西方哲人康德那样在追求“审美无功利性”的同

时倾向于艺术“面对其社会效用性要求时的相对独立
性”；一者是像中国传统文艺品评那样将“人品”与“艺
品”直接挂钩，在主张“艺以载道”的实用性的同时忽视
了艺术形式自身审美价值的存在可能。事实上，二者
皆不可偏废。从这一层面上来分析，沈尹默“以碑践
帖”的书法审美理想，正好实现了对于书法的艺术形式
与实用功效的双向价值寻绎。沈尹默认为：

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律来看，能说明很多问题，其

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结合实用。……书法艺术家，

既要学习前人的法度，又要创造自己的风格，尤其要有

时代的精神。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表现在当前的社会

服务，为广大群众服务上。因为我们的书法艺术首先

要让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并要使他们掌握。在形体上

要求端庄、大方、生动、健康的美，而不能追求怪异。文

字一混乱就行不通了。另外，书法艺术应尽量发挥到

实用文字方面，牌匾可写，标语可写，公告可写，甚至传

单、说明也可写。当然，有积极意义的诗词，优秀的对

联和诗文更可以写，这样书法艺术才和群众结合得更

紧密，为群众服务得更好，“学贵致用”，只有让更多的

群众欣赏到书法，才是艺术家最高尚的艺术享受。

从此段话中，我们不难解读出两点信息。首先，书
法艺术不仅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同时“要使
他们掌握”，因此要将书法艺术发挥到牌匾、标语、公
告、传单等实用文字方面；其次，正因为便于书法艺术
的普及化与大众化，因此要避免书写文字的杂乱混用，
同时“在形体上要求端庄、大方、生动、健康的美，而不

能追求怪异”。那么，为什么这种认识体现了沈尹默
“以碑践帖”的书法审美理想呢？

我们知道，尽管在“精英意识”的倡导下，传统帖学
无论是在艺术形式或是文化内蕴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
价值，但若是没有清代碑学的异军突起，或许书法艺术
仍然只是少数文化精英之间的“自娱游戏”。然而，在
碑学发展取消了文化精英对于书法艺术的“特权”的同
时，一味地对于粗壮、稚拙、残破、支离等形式审美的强
调又使书法落入了荒率、粗糙的窘境。而沈尹默的书
法审美理想，无疑体现了以帖学的“典雅性”为本，以碑
学的“平民化”为用的思想倾向，这一点对于恢复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书法活动与书法教育的正常起到了
相当的积极作用。如果说追求端庄大方、生动健康是
沈氏书法审美的整体要求，那么特别强调圆润饱满则
是其书法审美的具体要求：

要字的形体美观，首先要求构成形体的一点一画

的美观。凡是美观的东西，必定通体圆满。

书法中唯一重要的就是中锋，就是把这笔锋放在

每字的一点一画当中，必如此，点画才能圆满美观。

我们常常听见说“笔酣墨饱”，若果笔不通开，恐怕

要实现这一句话是十分困难的。墨饱了笔才能酣，酣

就是调达通畅，一致和合；笔毫没有一根不是相互联系

着而又根根离开着的，因而它是活的。

郭绍虞评论沈尹默的书法“运硬毫无校角，用软毫
有筋骨，控制得法，刚柔威宜，得心应手笔粗处并不类
墨猪，笔细处则细如游丝；粗处不蠢，细处不弱。”尽管

沈氏自言是通过遍学北碑而“腕下有力”的，但其书法
显然没有碑派书法的粗野怪戾，而沈氏书法之所以给
人温雅蕴藉之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笔墨的圆润饱满
加以显现的。自然，对于圆润饱满的追求在沈氏的书
法实践与书学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这种审美理想之
形成则与其服膺于包世臣之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包世
臣便是以“笔酣墨饱”来构筑其“中实圆满”的碑学审美
理想：

中实之妙，武德之后，遂难言之。近人邓石如书，

中截无不圆满遒丽，其次刘文清，中截近左处亦能洁净

充足，此外则并未梦见在也。

气满，则离形势而专说精神，故有左右牝牡皆相得

而气尚不满者，气满则左右牝牡自无无不相得者矣。

烂漫、凋疏，见于章法而源于笔法……笔中实则积

成字、累成行、缀成幅，而气皆满，气满则二弊去矣。

曲直之粗迹，在柔润与硬燥。凡人物之生也，必柔

而润；其死也，必硬而燥。草木亦然，柔润则肥瘦皆圆，

硬燥则长短皆扁。是故曲直在性情而达于形质，圆扁

在形质而本于性情。

当然，我们无须对沈尹默与包世臣二人的书学思
想作按图索骥式的一一对照，但其间的联系则是分明
可见的。之所以说沈氏的书法审美理想是“以碑践
帖”，乃是因为尽管沈氏笔下流露的是一派古典气质的
帖学风范，但若以其言论为参照，则无不充斥着碑学的
色彩。那么，这种“以碑践帖”的审美理想又是通过怎
样的技法要求来实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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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6 日下午，“2018
侯宝斋系列展——刘文华书法
作品展”在深圳侯宝斋开幕。

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法出
版传媒董事长·总经理、书法出
版社社长，中国书法报社社长·
总编辑、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李
世俊，中国书协会员、深圳市政
府副秘书长马伯寅，深圳市文联
名誉主席罗烈杰，广东省书协驻
会副主席、秘书长颜奕端，深圳
机场集团副总经理秦里钟，黑龙
江省书协副主席、中国书协培训
中心教授钱松君，深圳市书协驻
会副主席、秘书长李静，浙江省
沙孟海书法院院长钱丁盛，深圳
市书协副主席于延丰、王道国、
孙宪华、常弘才，深圳市侯宝斋

文化传媒集团首席执行官肖曾
祥，本次展览的作者中国书协理
事、首都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刘文
华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书法
家 及 书 法 爱 好 者 参 加 了 开 幕
式。馆内热闹非凡，各位名家从
全国各地赶来欢聚一堂。

李世俊、李静、颜奕端先后
在开幕式上致辞，刘文华致答谢
辞，马伯寅宣布展览开幕。

此次展览作为刘文华书法
创作生涯的第一次个展，共展出
作品 60 余件，作品涵盖了隶书、
行草等多种类型，都是刘文华近
年来的倾力之作，集中展示了其
书法特色。作为一位书法创作
者，他的隶书水平在书法界早已
赢得无数赞誉；作为一位书法艺

术的研究者和书法文化的传播
者，他对汉字的博大精深有着更
深的感悟，这些灵感都表现在了
他的书法创作中。

正如刘文华所说，在追逐书
法创作这条道路上，书法演绎了
人的成长，练就了心性，享受了
知识和艺术予人的大美，陶养和
慰藉了灵魂，感受了今人与古贤
的情愫，体验了人与艺术的交
融，这正是书法带给我们的独特
魅力。

开幕式后，举行了刘文华书
法创作分享会，刘文华老师结合
展览作品，分享了作品创作的体
会，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书法
创作课。

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主任。现为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

学客座教授。作品曾多次入选全国书法篆刻展及中

青展。第四、五、六届全国展获奖，第四、七届中青展

获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参与国内外各种艺术

展事及活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专职从事书法

的教学、研究、管理工作。编写出版了多种字帖、教

材、教学光盘等。作品被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并

为中南海、中央军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奥运场馆等

单位、部门专题创作。

刘文华先生长期在专业工作岗位，以书法研究、

教学为业。在取法上主张坚持深入经典，通过“复古”

恪守传统艺术本脉；主张在学术上将书法本体融入中

国历史文化，以求得深刻的解读传统；主张在创作上

坚持守“理”、循“法”、拓“意”的原则，以作品展示和传

输文化与修养的正能量。

生活对于人而言，是丰富多

彩的。而人在炫丽多彩的生活中

有缘去感受它的美，可以说是幸

运的。

儿时生长在京郊农村的我，

从小学就结缘了书法。一路走来，

由书法爱好者与普通的作者成长

为专业管理工作的参与者，继而又

成为书法艺术的研究者和书法文

化的传播者。

可能是缘分,也可能是命运，

近50年的人生道路在追寻问道中

由艺术而辅就，在热爱和眷恋的追

逐中而愈发专情。由爱之浅到知

而深，由今之近至古而远，每一步

每一阶都在痛苦与快乐的双重感

受中度过，挣扎时的迷茫与失意时

的创伤，虽练就了不矢志的意志，

更重要的是由此演绎了成长，练就

了心性，享受了知识和艺术予人的

大美，陶养和慰藉了灵魂，感受了

今人与古贤的情愫，体验了人与艺

术的交融。

可以说，无论苦或乐，无论汗

或泪，虽留下的可能是追寻的轨迹

和并不成熟的体验，但这些结果的

存在——即在此展示的书作，不仅

是那些留在纸上的笔迹，更多的是

自己仍不满足的对艺术的期盼。

作为艺术的践行者，沉浸在

艺术的海洋里，感受到的不是创作

快感，而是灵魂的洗礼和陶冶。这

些体验，不是来自技与术的渲染，

而是沉淀在来自古典艺术的文化

内涵和因文化而生发的感动。这

种成果一定是不成熟的，或曰是稚

嫩的，因为我与我们都只是行走在

路上，走在一条今生永远都走不到

头的路上。更何况我与我们都在

追寻，追寻着承载着民族文明进程

和文明精神的艺术，因为这个文明

叫做文化。因此，面对着厚且重的

历史文化，我与我们都是学生，是

永远毕不了业的小学生。

传统因历史的积淀而成立，

历史因时代的发展而延续。我愿

成为此间的一分子，以微薄的努力

和浅显的探索，为艺术的博大和精

深而呐喊。以最真诚的心和最敬

畏的态度去守护着最干净的养育

着我们的那片土壤。

此次展示的书作，是我艺术

生涯中最多数量的一次创作，也是

第一次为展示而创作，又适逢戊戌

开岁为迎接春天而急就的创作。

当然，作为一个年逾花甲之人，尤

其是期盼着自己的艺术人生再赴

春天，所以展示在这里的作品，权

当起程之举与尝试之作吧，岂因窘

态而畏面公婆！

在此展示启始之际，仅以此

心语，代为前言，并以心中之想代

为对朋友们的信赖表达感激之

情。尤其是感谢侯宝斋萧曾祥先

生无私的支持与鼎力资助，感谢同

道的热情鼓励与辛勤付出。

刘文华

“刘文华书法展”在深圳开幕

刘文华

前 言

刘文华书《赠道者》 刘文华书“删繁·领异”联

●经典语录
判断书法的美，人们往往习

惯从表面的笔画的精不精，讲究
不讲究，字形结构匀称不匀称、摆
得正不正，写得秀气不秀气、漂亮
不漂亮，从实用写字的角度去判
断书法的美与不美。实际上，书
法艺术的美和生活里面所提倡的
美完全是两回事。这个在中国传
统文化当中有一些理念。比如大
音希声、大象无形。说的是什
么？真正高级、高尚、大美的东西，
大音希声，最有价值的语言不是
没完没了的说，几句话，有分量，有
内容，少。大象无形是什么？是
不在表面，而是在内涵。

我们作为搞艺术的，不仅仅
要从理性去判断字，同时也要从
感性去判断。因为理性是什么？
理性是规定性，是原则；而感性是
什么？感性是我们艺术的火花，
是艺术的精神，是艺术的形彩，是
艺术的趣味。艺术的美不是在理
性上的，而是在感性里面。艺术
的美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一种
感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

不可以用理性去取代感性。
也不可以用民间的那种没有理性

的所谓的感性去取代理性。我们
不能用没有理性的感性去取代艺
术的感性，也不能用纯理性去取
代我们艺术的理性。生活和艺术
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在哪儿？
艺术在上，生活在下；艺术在文，生
活在用；艺术在内涵、在思想、在文
化，生活在表面。

我们学习书法要善于把自己
的眼界打开，要善于把我们的思
路放开，我们可以从一个点上去
入，可以从一个点开始做起，但是
要想让自己做好、做大，要想让自
己发展，还得要学会把艺术当成
文化，当成学问，当成历史去做，追
寻历史，而更重要的不是天天写
作品，去乞求着什么样的结果。
学书法更重要的是享受学习的过
程，享受古人的过程，享受文化的
过程，在学习当中快乐。要是哪
天拿起笔来要写字了，满脑子都
是想着写古人的时候，我告诉你，
你的字不练也是高的，因为你首
先有了对古人的崇敬之心、敬畏
之心，懂得了艺术的严肃性，懂得
了艺术不是娱乐，艺术是一种
修养。

其实，人生活就是两个方
面。一个是物质生活，一个是精
神生活。物质生活无非就是你看
得见摸得着的，离不开的用的。
精神生活可不是。精神生活要远
远高于物质生活。我们所有的人
都懂。所以书法作为人类精神生
活的一个产物。我们要从技巧的
层面上跳出来，从一种很死板的
状态当中跳出来，既要去追求理
性，理性是一种宏观的原则、规矩、
标准，然后也要懂得感性，不懂得
感性的美，你就真的永远懂得不
了艺术的美。

艺术最大的魅力在哪儿？其
实追寻艺术最大的魅力在于享受
它，在于你能看懂艺术，你会享受
艺术，你能说出一二三四来。我们
把古人的任何一个碑、任何一个帖
打开，当面对古代留下这些遗迹的
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笔迹，而是
看到了一个时代，看到了一种文化
现象，看到了一种人文精神，看到
一种理念。特别是让我们看到的
感人的、动人的那一面。

——刘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