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掖南华书院书家风采

斋号谨信，1971年生，甘肃张掖人。中国书协会员，甘肃省书协楷书
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书法院特聘书法家。书法擅长篆、隶、楷、行诸体。

作品多次入展全国、全省权威书法篆刻展。作品曾获全国第九届书
法篆刻作品展提名奖，首届甘肃省书协会员书法篆刻作品展一等奖，“张
芝奖”二等奖。入展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四届草书展，
全国第四届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第三、四、五届中青展，建国五十周
年书法篆刻作品展，“秋水长天”甘肃名家邀请展，甘肃省青年百家展。

作品曾发表于《中国书法》、《书法导报》等报刊。《甘肃书法》“书苑新
秀”栏目、《青少年书法报》“墨海飞鸿——历届国展精英系列展”曾作专
题介绍。

甘肃省张掖市南华书院专职书法家，中国书协会员，甘肃省
书法院院聘书法家，甘肃省书协教育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书协培
训中心教师，翰墨薪传西北五省中小学教师培训授课教师，甘肃
省优秀书法家，河西学院院聘书法教师，张掖市甘州区政协常委。

书法作品曾获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佳作奖、第三届齐白
石全国书法展优秀奖、魏晋风度全国书法展优秀奖、第三届中国
书法百强榜提名奖。

入展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三届、四届草书
展，全国第三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二届册页书法展，全
国孙过庭奖行草书大展，赵孟頫奖全国书法展，王羲之奖全国书
法展，赵孟頫奖全国书法展等十余次展览。

在书法的创作当中，无论什么意见，都有真诚
有虚假，也常常有切中实际的批评和不着边际的
赞扬。有吹捧和相互吹捧，无须成本的索取和赠
送，多少人乐此不疲。对于那些场面上的客套话，
虽是悦耳，但自己有多少分量，自己应该是知道
的。更多的时候，那些糖衣炮弹也会使人迷茫，使
我们在美丽的谎言中找不到北。夸奖，有时候可
能不带虚假，可当真诚没有加以足够的认识，那些
冠冕堂皇的话却可能完全与你毫无关系。面对这
些无所谓的夸赞，或是别人以大师相称的时候，我
们要觉得“不对劲儿”，虽不接受，但要较真。

纵观整个书法史，保留于中国书法史上的这
些作品审美的方向或许这么多年过于疲惫，美和
丑也只是相互对立的，什么样的是美的？什么样
的是丑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唐朝的女性以丰腴为美，现
代的女性以苗条为美，唐代书体雄浑，解体宽博，
或许与当时的审美取向是有关系的。“斯人忠义出
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
伟。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纵横有象，低
昂有态”，这些都是前贤书评当中的语句，是对于
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作品的描述。鲁公是书史上
承前启后的伟大人物，他的正书，向来以博厚雄强
著称，气势磅礴。叛军李希烈要活埋鲁公之时公
自岿然不动，但最终被缢死，这种“守其正，全其
节”的气节深深打动着后人，这也是书法史上唯一
能和王羲之相媲美的人，可见骨气对一个文人的
重要性。“二王”和“丑书”或许也都因为这些定向
的审美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是不是丑书的界定不在于盖棺定论，其实在
于有没有其书写的深度。去年书法界的网红莫
过于“此处禁止倒垃圾”几个字了，此句在微信朋
友圈大为传播，朴实的书写语言，没有过多的技
巧与雕琢，虽是标语却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
觉。有人将这几个字与古人的书帖一起同步比
较，奇怪的是这句话竟与古人的书写有异曲同工
之妙，不得不说美的东西，它并不是所有定式规
定的美，美的东西需要去深层次地挖掘。欣赏一

幅书法作品也是一样，不能光观其外表，要触动
其心。

不受时风和传统观念的约束的作品或许是最
能打动人内心的，不在于作品的面目。当欣赏只
停留在“漂亮”和“丑拙”的时候，对于书写是很难
有深层触动的。这也就是江湖书法肆虐盛行的
原因吧。美，需要挖掘，书法当中的美需要我们
品读，我们平常说不能以貌取人，书法又何尝不
是！况且这些所谓写丑书的书家，我们又是否见
过人家真正所谓传统的东西呢？书法当中丑的
东西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写出来的，在这个对立
面的问题上我们有些人似乎过于敏感，反思一下
我们的认识程度是否也有所不足呢？

朋友说我写得像某某人，我不否认也不证实，
但也太过偏颇武断。我不过是学习了一点传统
帖学，就在学习的这些东西当中，也可能会撞车、
雷同。个人主动地选择，并不在这个层面。没有
人的书写身份有那么简单的归属。深层的选择，
才是自主的，也是唯一可以自主的。

美与丑、高与低、雄与秀、清与浊，原不是商
品标签，更不是一锤定音的买卖。在这一点上，
有和而不同，也有同而不和。譬如我们都知道，
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其书写的方法技巧不一，
但内在大体是一致的。好多时候我们对书法太
过于武断，自己喜欢的书体便是好的，自己不喜
欢的便是不好的，更过于夸张的莫过于向书家无
偿索字未果，便在业内宣扬其人品和道德的沦
丧。想想也觉得可笑。妄自评说，古人却不因此
而有所增损，只留下我们的偏见，始终存在。往
往越是个性强烈的书家，越是受得住清贫，耐得
住寂寞。对于书家，这品质自是难能可贵。

就我而言并不是对自己的作品敝帚自珍，但
往往缺少的是一种对书家的尊重，书家的创作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可以说为之不易、生活艰
难啊！说句难听的话，现在去超市买东西都得掏
钱买塑料袋，何况书法。我听过曾来德先生的讲
座，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艺术需要供养”，想
想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有些书家吃别人一顿饭
就无节制且无偿地给东家挥毫泼墨，给东家写的
太多人家都不愿意要，试问这样真的好吗？老生
常谈，希望为我们这些还在默默坚守的苦行僧有
所改变，我们很强烈地希望被认同、被关注。

意思相近，书风向往浑朴，便拒绝秀逸；追求
精致，就难容粗糙。想要在学书路上有所深入，
只有抛弃对风格的偏差，直面作品的自身质量，
综合考量。这样便不至于写不进去，走不出来。
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应该多方面去思考。
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这样的结论在经历了多
少 年 喋 喋 不 休 的 争 论 后 已 经 为 大 多 数 人 所 认
可。既然如此，书法也就同样应该符合艺术的一
般发展规律，书法也应反映时代精神、风俗概况。

与此同时，又因为作为书法主体的书家不管
他有多伟大，始终不可能摆脱其所处的文化坏
境、地域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所以书法宏观的整
体特性也受这些因素的制约，书法是一门综合性
的艺术。要写好书法，不仅在于简单的书写，更
要熟读与书法有关的书籍和简史，提高自己写作
的能力与观察美的能力。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
作为书法人应该有骨气、有风骨，这是难能可贵
的气节。

据说在黄庭坚和苏轼不期而遇的时候，便产
生了书法史上很著名的一段话“死蛇挂树，石压
蛤蟆”。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雅俗共赏”其
实并不存在，雅俗在共赏一物时，或是在做同一
件事情的时候总是南辕北辙的。

我们如果不能从表层面目的美丑脱离开来，
就势必与偏见和浅俗同流，有人曾当面告知，“你
们写的展览体我看不上,写出来的东西都一样，我
讨厌现在的展体”。实际上，我们都在俗中，自身
有一点点品位，也多半从附庸风雅开始，我们不
能要求别人怎么做，但是像指鹿为马这一类的
事，在我们身上以后不好使。

不激不厉，我想对人对事不温不火，在喧嚣中
找到一方净土充实自己，发现美，综合衡量有关
艺术的问题。做到无愧于心，站在社会的角度去
从事艺术，而不是从艺术的角度去看社会。这才
是我们书者的本源！

审美与骨气
我儿时顽劣，又无家学渊源。字不工，屡受老师责

骂。至初中见一份《少年文史报》，因刊有书法篆刻，遂照
猫画虎，亲友夸之，沾沾自喜，以为己属良苗，他日必为良
材。时至今日，才知书道一途，树大根深，摘前辈果实以播
心田，生根发芽乃至正常生长已属不易，岂希冀与成大
材乎！

初涉书道，没有良师指示门径，凡见字帖均想试之，朝
秦暮楚，始终浅尝辄止。加之为了生计奔波，徒费数十年
日月。虽南辕北辙，但习书热情日益高涨。2003年，偶遇
湖北徐本一先生，方见名士风采。徐先生挥毫落墨，张弛
有度，收放自如，观之恍恍然。陪先生金昌之行，又识孙开
仁先生，孙先生待人真诚，示我以书范，晓余以书理。混沌
初开，慢慢有门道不远、入室在即之感。是故，依孙师所
言，即倾心纵向从先贤取法，也重视横向借鉴今人之善而
兼收并蓄。

之后三年，转益多师，负笈南下，入川求学问道。巴蜀
的奇山秀水，滋养了厚重的巴蜀文化。因慕谢无量先生书
法而拜刘新德先生为师。刘先生师法谢无量、刘孟伉二先
生而又新意时出，线质淳厚高古。刘先生循循善诱，耳提
面命，使我对书道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求学期间，得识龚小膑、孙培严、王义军、张雁诸师友，
年龄相仿，交流语出机锋，醍醐灌顶之感顿生。他们始终
坚持深入传统，强调临写应多于创作、主攻一路、旁及诸体
的学习理念。使我明白临写中除了揣摩传统经典的笔墨
技巧、神采意趣，取法晋唐先贤的那种生动与精微之外，更
应重视古人学养、人格等字外功夫的储备，以求形质的精
准与意蕴神态的高度融合。

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书法作为一门
艺术，自当以审美为目的，技法为依托，文化为支撑，三者
不可或缺。一位书法人只有根植传统，熔铸新风，在书写
个性与主流模式之间保持平衡与距离，化古为新，使个人
风格深植于古典的书风之中，才能无愧于古代先贤和当下
这个伟大的时代。几十年的临习创作，虽临池之功一以贯
之，却没有预设的目标，故褪去功利之心，回归于自娱，回
归于自我情感的抒发，不刻意企求外在的形式而谨守法度
之内，安处于书斋中读书写字，渐渐游离于喧嚣的外界，将
深心寄托于毫素，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无论是书艺抑
或学问，这正是我所追求的境界。

书法的发展本身是一个生长过程，它必然是以过去的
传统为基础和前提，否认传统，不仅不可能出现奇迹，还会
失序和陷落为胡涂乱抹。文字的衍变历史也是书法艺术
发展的历史。谁能够了解掌握了书法的衍变发展规律、风
格变化历程，谁就能够抓住了书法创作的关键。而书法得
以表现的载体又是汉字，古人从创造文字之始，远取诸物，
近取自身，便是以朴素美学、天人合一的理念来完成。所
以我曾经由上而下，自甲骨文、大小篆、行、楷、草各体均有
所尝试，试图追寻各体笔法之间的相同与差异。

近几年我将风格定位在“二王”一系，从纷乱的诱惑解
脱出来，追求自然率性书写。而“二王”一系，自唐以后，虽
代不乏人，但总体而言，日渐式微。清代碑学大兴，“二王”
更是靡弱的代名词。时空转换，近年随着高清印刷出版物
的增多，使我们所见古人碑帖无法想象。由是整个书法群
体取法，或宗碑、或师帖，抑或碑帖结合，但都不能无视二
者之存在。在我们这个想闭门造车都不可能的时代，“降
伏我心”尤其必要。定位“二王”，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传
承性大于创造性，没有传承，岂有创造！但“二王”又如星
辰藻天，山重水复幻若迷宫，“二王”遗留法帖可谓一花一
世界，形态多变而又共同传达着一种一以贯之的气质和笔
性。所以我面对“乱花渐入迷人眼”的“二王”，如何“借”

“鉴”是横在心中的一道坎。
去年书写东坡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

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豁然顿
悟，“二王”不是一湾静止的湖水，而是一条奔流在历史中
的长河。晋唐之后，散叶开花。颜真卿、苏东坡、米芾、赵
孟頫、董其昌、王铎以及沈伊默、白蕉等书家，或独窥一斑，
或深化一点，虽不能极尽“二王”之风神，但也能自立门户
以分庭。“二王”留给后人无法企及的美，后来者又赋予了
前人没有的艺术因素。

每个时代的书法，相对于前代和后代都各不相同、不
可替代。时代给予我们一睹一切古人遗存古迹，重新定位

“二王”，延根寻叶，对“二王一系”经典作品的精准临摹，是
由技入道的必要过程，忘我的临摹是为了塑造一个更有深
度的自我。

展览时代，今人为求关注而标新立异，因此过分强调
了现代自我，容易失却古人本真。而碑版书法呈强使气宜
由帖学化之。生活质量的提高，艺术转向精细和雅化，自

身随着岁月增长，心境已是大不相同，书写状态从展厅回
到了书斋。磨炼技巧的同时诵读诗书，抄抄书以陶冶性
灵，润物无声地改变着书写形质。其时不请“二王”，“二王”
就在笔下。

艺术创作如果有规律可循，则人人都已是大师耶。庄
子《庖丁解牛》中写宰牛时动作之优美、技术之高超：成功
后的志得意满，移植于艺术创造、阐释了技进乎道。书之
道，成之于熟，熟能生巧。然熟也能生油、生滑、生俗，所以，
书之道更贵乎明理。明理，方可近道得道。一幅接近完美
的书法作品，书写时必然纸墨相合、心手双畅，如有神助。
欣赏者是被最终艺术效果所感动，若能会心一笑，已是合
作。这时技也是道，道也是技，浑然一体，天人合一。

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一部古人的书写史，在传统文化
复兴的思潮下，书法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通往古人思想与
心灵世界的终南捷径。先贤有悟、咏以佳诗。后学诵读、
以证雅怀。借由与古人相同之工具媒材，书写着熟悉的诗
文佳句，与古为徒的我，几十年的书法临池创作，书法之于
我早已内化成为血脉中一份执着的精神追求。生存环境
的变化又外化为一种生活方式，看看书、写写字，写写字、
看看书。难怪有人说：“以书法为工作，较之工作，他是一
种休闲。较之休闲，他是一份工作。在工作中得休闲，在
休闲中长学问，它真是一种好出多、益处大的行当。”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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