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见倪文东先生，朴素与质
简犹如其书。想来，古人以人论
书，“书如其人”的主张确不乏根
据。丛文俊先生以“简”“大”二字
概言倪文东的书法，赞曰：筋骨强
健、气象宏大，极为恰当。倪文东
先生坚持以“平和之心”处世，以

“简易之道”为书，风格鲜明，个性
突出，实属难得。

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之一，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使得
生长于黄土地的倪文东先生也独
具宽博之风。丰富的历史文物为
其书法学习提供了最佳材料，陕
西的文化，包括陕西境内的摩崖
石刻及秦砖汉瓦，对倪文东书法
的学习和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刘自椟、陈少默、卫俊秀、邱
星、钟明善等一批研究文学、文字
学、美学的书法大家也在无形中
影响着倪文东。

倪文东先生的书法兼擅诸
体，尤以篆隶见长。近年来，他专
注于篆书的临习，着力从甲骨、金
文、石鼓、小篆以及清代篆书中汲
取营养，收获颇丰。其隶书得法
于汉隶诸碑，尤其与《莱子侯刻
石》《石门颂》趣味相通。历“不
惑”而“知天命”又至“耳顺”，随着
性格的沉着与内敛，其书作更呈
现出一种开张雄放、苍浑果敢的
气质，更加注重用笔的涩势和干
湿浓淡的变化，逐渐摆脱了以往
平正、温和、秀劲、清丽的特点。
于沉着中积攒力量，于内敛中孕
育奇变，性格上的内敛带来了艺
术上的释放。两者的完美契合，
共同造就了倪文东先生于艺术创
作中的自在与泰然。董文先生对
倪文东篆书曾有一段评语，可谓
绝妙，引之共赏。

观倪氏笔下，逆锋入纸后，多
以中锋运行，疾涩之间，气力充
沛，笔画圆劲而丰腴，筋骨血肉各
得其宜。转折处，贵能提笔中含，
绞转抽拔，周旋自如，遂使圭角无
痕。其线条曲直交错，参差排叠，
刚柔相济，粗细停匀。既坚劲如
铁线盘纡，活脱圆融，又灵动飘
逸，若飞若舞，气势开张，无矜持
造作鼓努为力之弊，似不经意而
匠心独运，得苍古、萧散、遒美、醇
雅之致，气格可谓不俗。

诚然，收获如今的这份泰然
与倪文东常年勤学的习惯是分不
开的。早年，学习中文之时，倪文
东即已广涉中外诸多艺术门类；
后来由学生转换为老师，他便越
发刻苦，教学实践之余，还专注于
书法理论的研究，其间出版了《书
法鉴赏》《书法创作导论》《书法概
论》《书法与装潢设计》《20世纪陕
西书法简史》《中国近现代书画家
印款辞典》等著作；其后，先生自
西北大学调任至北京师范大学，
与秦永龙先生共同致力于书法专
业的建设时，在公共选修课老师
与书法专业任课教师的角色转换
中先生为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谨记北师大“学为人师，行为
世范”的校训，广泛学习篆隶楷行
草诸体，并一心扎入书法理论、艺
术哲学、美学等多方理论的研
究中。

在诸多书体中，篆书与草书
较难。现今展览中较少见到篆书
的一大原因便是在于其字形难
记。因此，倪文东先生花费大量
的时间研习《说文解字》，看《金文
编》，去看字典，综合研究学习，记
篆书字形。也以此教导学生要像
记英语单词、日语单词一样，记汉
字的篆书字形和草书符号，有了
这样一种学习的方法，再用上时

间、用上精力，篆书和草书绝对没
有问题！这正是先生学书的真实
写照，唯有勤学方可出师。

正所谓“胸藏文墨怀虚谷，腹
有诗书气自华”。倪文东先生还
格外强调书家的综合素养，认为：

“真正的书法家不是写几个字，搞
几个造型就行，一定要有文化修
养。出笔成文，笔下就应该有理
念、思想，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也应
反映出作者的文学修养。这是一
个书法家长久发展，真正成为大
师的基本要求和标志。”这或许是
来源于北师大一脉相传的教学理
念。区别于其他艺术类专门学
校，北师大的书法教育从招生到
教学都更偏重于综合素质。自办
学之初，北师大书法便提出了培
育“学者型书法家与书法工作者”
的目标。多年来，倪文东先生始
终秉承着这一理念，并努力将之
付诸于实践。

因而，面对现今快速发展的
高等书法教育事业，倪文东先生
提醒道：“书法虽然已经成为一门
学科，但是它也不应该过度发
展。书法绝对不能漫无边际地发
展，这样也不好。应该有控制、有
计划、有目标地发展书法专业。”

“我们不需要培养大量的书写人
才，而应该致力于从专业角度培
养一些高端的精英书法研究队
伍。全国专业书法教师的缺口还
很大。”我想这正是先生长期奉献
于书法教育事业第一线所获得的
经验之谈，也是务实之谈。

倪文东从事书法教学 30 余
年，其间运用的诸多教学理念与
教学方式，都可为现今的书法教
育事业提供借鉴。先生在讲求理
论教学的基础上，还十分注重实
地考察，经常带领学生们“访碑游
学”。他强调：“那些编印在册的
碑帖常常和原始的碑刻有一些区
别甚至出入，我们一定要到田野
中去考察，了解古代碑石的保存
状况，调查中国碑石文物的保护
现状，这样的调查工作对国家、对
学生都很有意义。”并以此鼓励学
生选课题时立足于实践，将书法
理论与古代及地域的书法遗迹结
合起来，在丰富自身学识、获得学
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可以贡
献社会，丰富各地的历史人文。

直至今日，倪文东先生仍在
不断地思考着“如何积极推动书
法教学”。随着网络时代的迅速
发展，他又迅速投入到新事物的
学习中，他对美术设计、新媒体、
流媒体、网络、微信等表现出极大
的兴趣，他创办“中国高等书法教
育网”，主持并主讲书法、篆刻精
品课程，拍摄慕课，这方面他经常
向学生请教，并纳入到书法教学
的实际应用中。他充分认识到网
络在读图时代的便利性与广泛
性，鼓励学生以最新最便捷的方
式学习书法。

倪文东先生之勤学奉献、与
时俱进，令人心生敬意。

（汪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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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中 华 文 明 弘 扬 时 代 精 神
鹰爪含利，出彼兔毫；龙管润霜，游兹

虿尾。学者鲜能具体，窥者罕得其门。若
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华落纸将动，风彩
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人世之所
学。惟张有道、锺元常、王右军其人也。

——［南朝·梁］庾肩吾《书品》

上面所提及的飞动不居、出神入化的境界，在庾肩吾看来是书法
艺术中的最高境界，是高深莫测的，非常人所能及的。“疑神化之所
为，非人世之所学”体现了他对张、锺、王三家书法的极度推重，启导
了后世以“神品”为书家无上品第的书法。《书品》不仅体现了萧梁时
代的审美趣尚，而且确立了后世品书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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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文东是聪颖善悟的。在书

史书论研究的同时，他在书法艺
术实践中临池不辍，渐悟、顿悟，
逐渐进入到较高的艺术境界。他
的书法、篆刻作品既重视传统理
法的继承，又努力张扬自己的个
性。其作品所传递出的艺术信
息，既有温文尔雅的书卷气的一
面，也有舒展畅达、潇洒倜傥的一
面。作品结字中宫紧收且多取辐
射，笔势纵逸、神情外露正是他近
年书法创作的一大特点。

——钟明善

贾宝玉和林黛玉参禅，林试
探其心意，贾云：“但凭弱水三
千，我只取一瓢饮。”看倪文东的
书法，也有类似的感觉。书法美
的多元性，自不待饶舌，而文东
只取其“简”“大”二字，遂能给人
以鲜明的印象。所谓简，指用笔
的劲直与强健的筋骨，施之于
篆，则尽扫其欹曲缠绵，一股阳
刚之气跃然而生。张怀瓘论书
法取“简易之道”，而人们大都追

求丰富，而丰富未必和谐，易乱
易散，反不如简易来得明快强
烈。所谓大，指气象大，书法精
妙，不尽出于雕琢，有气象虽简
也能精妙，武侠小说中常讲无招
胜有招，道理在于返璞归真，以
无胜有。其实，古往今来，谁也
没有能力集众美于一身，那么何
不求于自我，适其所适，还其本
真呢？文东的字用笔痛快果敢，
凌厉坚实，线条有质量，耐看，简
而能繁，或许就是这个道理。若
营营琐琐，则无此气象矣。文东
也能行草，虽未如篆隶洞达，而
气度自在。其楷出于碑，得其大
意，唯在用笔方面尚待更上一层
楼，方能和篆隶比肩。文东也能
治印，有才子气。

综观其书册，个性突出是其
特色，有时代感，“质以代兴，妍
因俗易”，于是自可体味。文东
长于书法研究，新理异见，时时
可见诸刊物，悟与得皆优。若以
此比于其书，不亦宜乎！

——丛文俊

倪文东：勤学奉献 抱朴含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