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艺录

两千多年来，我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
古代典籍得以传世，民族传统和文化得以继承
弘扬，竹木简牍功不可没。下面将着重探讨以

《岳麓秦简》《里耶秦简》和《西北汉简》为代表的
秦汉简牍的艺术价值。

《里耶秦简》：秦隶是我国现代文字之源，是
现代文字的母体；《里耶秦简》体系遵从的是统
一的国家书写规则，是当时国家标准的书写体
系。由此可见，秦代的“书同文”并非仅限于使
用小篆，《里耶秦简》直接透露了“书同文”推行
力度的某些地域差异，同时也揭示了“书同文”
的实质。所谓“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旨在消除
六国异体，它对秦文书体式样的选择并无特别
要求。秦官方推行的小篆字体，仅仅是一种标
准范本、其作用是保证标准小篆在全国各地的
通行无阻和结构规范。作为秦小篆的“手写
体”，秦隶实际上早已取得了官方的认可与
流行。

《里耶秦简》的出土，使秦简牍史料极大丰
富。它与《青川木牍》《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
放马滩秦简》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早期古隶发展
史，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秦篆至古隶的演变
过程，学术界称之为“隶变”。

《岳麓秦简》：《岳麓秦简》内容丰富，书手众
多，所以书写风格也不尽相同，或率意洒脱，或
端庄优雅，或厚重朴茂。从书法欣赏的角度来
看，最具艺术趣味的当属率意挥洒型，结构不拘
一格，笔锋藏露兼用，笔势灵动而富有节奏，笔
画遒劲，跌宕起伏；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端庄
优雅型，多笔画平实，用笔含蓄，结构庄重，书写
认真；厚重朴茂型最引人注目的是笔画厚重，古
拙质朴，极具艺术魅力。

《居延汉简》：在书体上，《居延汉简》多为隶书、章草，从
这些草书简中不难发现，《居延汉简》在书写过程中，出现了
大量的连接、省略和替代现象。连接即笔画与笔画相连，部
分结构与部分结构相连，本应停顿的地方省去停顿，很明显
是为了写得更快；省略，即在书写过程中直接省去某些笔画
或部件；替代，即用简单的笔画替代部分结构，或者用相对简
单的结构替代复杂的结构。三种书写规则目的一样，还是
为了书写更加快捷。

从字形上看，有的字形工整，结体严谨，与东汉名碑《礼
器》《史晨》意蕴接近；有的轻灵飘逸，烂漫多姿，与两汉诸摩
崖石刻异曲同工；有的敦厚朴茂，端庄古雅，楷书意味十足，
是楷书渐变的源头。

《居延汉简》用笔自然简洁、运转流畅、衔接自然、粗犷
朴实，大部分文字形态变化很大，自由奔放。有的若篆若草，
浑然一体，有的波磔奇古，形意俱足，有的敦厚朴茂，风韵飘
逸，形成了高度艺术化和风格化的汉代书法艺术。

《居延新简》中的亮点，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隶书，而是
为数不少的草书，我们可以称之为“汉草”。“汉草”不仅仅出
现在《居延新简》中，《敦煌马圈湾》《肩水金关》《悬泉置》等很
多汉简也出现了汉草现象。这个现象的意义是非凡的，这
些事实证明，草书的出现早于楷书。楷书是在古代写手经
年累月的繁冗的书写中省工、便携下演变整理规范的产物。

《马圈湾汉简》：《马圈湾汉简》可谓是汉代隶书中最为
恣纵的变体，除隶书、行书外，敦煌的《马圈湾汉简》发现了比
居延汉简里更多的草书，隶书的草写使其出现了大量的章
草。这些章草点划狼藉、结体夸张、章法跳跃。行笔婉转自
如，流畅奔放，开后世狂草体势，无疑是西汉中期与新莽之间
敦煌境内日常应用的主要字体。由此推断，章草的成熟期
应在西汉中期无疑。汉代的草书，尤其是章草，是中国古代
书法史上的一朵奇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标志着书法
开始成为一种能够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
的艺术。

《悬泉置汉简》：《悬泉置汉简》中规范的隶书起笔方圆
兼备、变换自然，收笔或含蓄回笔、或迅捷出锋，行笔流畅稳
健，其用笔轨迹及节奏清晰可见。这一点是汉碑不可比拟
的。因此，当代部分书家或借鉴汉简笔法研习汉碑，或直接
以汉简为范本进行隶书创作，隶书创作风格由此变得丰富
起来。

简牍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书法艺
术，打开了书法家们创作的新天地。不
仅改写了中国书法史，更深刻地影响了
20世纪以来的书法创作，尤其是对篆隶
书及早期草书的研究与创作，极大的开
拓了书法艺术审美的视野空间和突破
了创作技法上的窠臼桎梏。诸多书家
争相从简牍中汲取营养，融入到各自的
书法创作实践，由此成就了数位书法大
家，他们自成流派、独树一帜。简牍书
风持续升温发展，群体不断增大，在当
今书法艺术创作领域里形成了一个特
殊现象。（文章有删减）

李世俊：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您刚刚参加
了由中国书协举办的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您有
哪些学习体会？

许雄志：“两会”刚刚结
束，全国各地都兴起了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报告精神的热潮。我觉得
此次中国书协召开的学习
班非常及时，尤其是针对

《十九大报告中的国家文化
方略》及《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繁荣书法艺术》两个专题
的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
通过学习，我对十九大精神
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有了
更深的领悟。

我当时收看电视直播，
聆听了习总书记所作的十
九大报告，包括在地方上也
进行过学习，但是都比较笼
统，是对报告进行的一个全
面的学习，而此次学习不但
对报告进行了全面的解读，
而且更加侧重于文化方面
的阐释，可以说是更加有针
对性、更加有利于我们书法
工作者的创作实践。

诚如十九大报告中说
的一样：“文运兴则国运
兴。”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核
心，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
独立的文化，如果没有连续
不断的文化传承，那么这个
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很可

能是站不住的。综观世界
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
明是没有间断的。而且在
5000年历史长河中，中华文
明不但没有间断，还不断地
在演绎新的东西，出现一些
新的学术思想和艺术理念，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的
政治、经济、外交、军事，都
有辅助和指导性的战略意
义。因此，我们作为文艺工
作者，一定要在十九大精神
的指引下去从事艺术创作
和相关工作，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李世俊：您是学者型书
家，特别是对中国古文字学
有着深入研究，而中华文明
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断地传
承下来，也是因为有文字作
为基础，请您谈谈你在这方
面的体会。

许雄志：与世界上其他
现存文字相比，汉字除了具
备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符号
的一般属性外，因其深厚的
文化积淀和鲜明的文化属
性，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
响。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始
终沿革有序，其传承发展的
历史从来未曾中断。在中
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进
程中，汉字的作用无法替
代。古代巴比伦文明、古代
埃及文明，他们也有早期的
文字，但是最后因为各种原
因都没有传承下来。而中
华文明从咱们所见到的最
早的契形文字，到甲骨文的

成熟，一直到金文，再到篆
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
等等，一路延续下来始终没
有间断，它是中华文明的一
个载体，同时也是向世界证
明中华古老文明，尤其是汉
字这种艺术的永恒的魅力。

作为一个书法家，尤其
是以擅长古文字书体的书
法家，对中华古老的文字的
学习与传承，是非常有现实
意义的。一个书法家，除了
书法技能技法以外，对古文
字的渊源、流变、释义的变
化等都要有一定的了解，无
论是写哪一种书体的书法
家，如果能对古文字进行一
个系统的学习，那对他的书
法创作是有直接的帮助的。

李世俊：根据您的经
验，当代书家应该如何提升
古文字方面的学术修养，来
提升书法作品的意境？

许雄志：书法界有这么
一种观点，就是“学书法一
定要从篆书开始、从古文字
开始”。众所周知，篆书以
后的书体都属于今文字的
范围，而篆书中包含了甲骨
文、金文等，属于古文字的
范畴。从古文字学起，也就
是说从汉字的源头开始学
起，肯定是有一定好处的，
针对这一点我有一些个人
体会，如果从篆书和隶书开
始入手，那么作品中古朴之
气一般要比直接学行草、楷
书的作品要强。就是说只
要是对篆书、金石类的东西
有一定的涉及或深入的话，
那么作品中的高古之气和
雄浑之气就会强一些，我觉
得这是提升书法意境的一
个必修课。

李世俊：楷有楷法、隶
有隶法、篆有篆法，特别在
搞篆刻创作的时候，还要
“以刀代笔”，对此您是怎
么理解的？

许雄志：写金文、写古
文字的时候，往往强调的
是一种高古之气和金石之
感。所谓金石感在某种程
度上其实是一种美学上的
名词，是一个形容词。众
所周知，不管是甲骨文还
是金文，抑或是秦汉石刻，
经过几千年的损毁风化，
再经过传拓，其字形线条
中就会出现斑驳浑穆的气
象，学习者会直接从中获
得这些金石气息。与金石
文字不同，一些传世的法
帖、墨迹本的字形与用笔、
行笔的迹象比较明朗，一
目了然。所以用法帖和金
石文字拓本来对比的话，
金石文字拓本看起来更加
苍劲浑穆、古意盎然。

印从书出，书从印入，
书印参同。学习篆刻对书
法中的这种线条质感的提
升是有直接帮助的，而且经
过长期的金石篆刻等方面
的积累，书法线条下这种力
透纸背的金石之气，无论是
对于作品的展厅效果也好，
还是视觉效果也好，是有很
大的优势的。

李世俊：您在古印收藏
上投入了很大精力，先后编
撰了《鉴印山房藏古玺印菁
华》《鉴印山房藏古封泥菁
华》等专著，请您介绍一下
这方面的情况。

许雄志：近30年来，我
的时间主要分为两块，一块
是书法篆刻的学习和创作，
另外一块主要就是古印和
古代封泥的收集与整理、传
拓、集结、编纂、出版。目前
我收藏的古玺印集出了两
部，十年前出了一部，去年
又出一部，古封泥集五年前
出了一部，今年新的封泥集
也在收集、拍照、捶拓、编纂
中，明年有望岀版发行。

作为一个书法家，我觉
得纯粹地去提升书法创作
技巧，还是远远不够的，还
要加强更多的金石方面的

修养。回溯历史上，从南宋
以来一直到元明清，尤其是
清代这一朝的书家群里，但
凡有成绩的书法家，其作品
艺术风格非常有特色的书
法家，无不都是大学问家，
甚至是一代金石学大家。
包括启功等老一辈学者型
书家等。这些代表性的书
家，他们无不都是一个金石
考证家，金石学对书法有着
非常直接的指导意义。通
过金石考证，通过一枚小铜
印、一块小封泥、一片小甲
骨，可以引出来很多历史上
的地域名称、官职乃至历史
上发生的一些事件。那么
对一个书法篆刻家来说，这
种丰富的学养是必须的。
学养的丰富，能增强一个艺
术家创作的变通与融会。

李世俊：当前全国各大
展览中，行草书作品所占比
例远超过篆隶作品，您作为
中国书协篆书委员会副主
任，对于篆书在当代的发展
有哪些想法？

许雄志：诚如您说的，
从全国综合类展览来说，篆
隶作品的来稿量是偏少
的。我做过几次统计，也做
过很多次篆、隶书方面的评
委。总体来看，隶书的来稿
量还要略高于篆书，也就是
说从整个来稿量来算的话，
篆书这个品种的来稿量是
最小的。

学习篆书的人群基数
较小，它的来稿量相对也
少。我觉得这与书体文字
的释读是有关系的。比如
楷书、行书、隶书，它们的可
识别性很强，学的人自然就
比较多。篆书是个对识别
力要求比较高的书种，很多
人在识篆方面有一些障碍，
所以在学习上，会偏向于选
择其他的书体。

目前从展览来稿量的
角度看，篆书一个是来稿
数量少，再一个是创作品
种也是相对单一的。我回
忆了一下，从二届全国篆
书展以及其他的综合类展
览，比如十一届国展中综
合篆书情况来看的话，主
要是几种特征，一种就是
铁线篆，这类比较多；另外
一类就是以金文为主的大
篆类作品比较多。实际上
篆书有很多很丰富的品
种，除了先秦金文外，比如
说秦诏版、汉金文等这一
类的品种，现在选择学习
和创作的作者就比较少。
20 年前学习秦诏版、汉金
文的书法家还比较多，现
在反而少了，我觉得这也
是值得思考和忧虑的。

也许是展览体制导致
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展
览竞技场里，评委对作品
的审读的时间是比较短暂
的。对于一些风格倾向很
明确的东西，他们往往会
在短时间内能作出判断，
而对于一些风格属于过渡
性的东西，这类风格的作
品往往不占优势，不如写
意类或者是工稳类的作
品。所以说，有必要去通
过讲座、通过媒体，把这种
现象指出来，这对篆书创
作两极化的矫正，会有一
定积极意义。

李世俊：您对楚文化
有着很深的研究，写楚简
属早期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近年来，楚简书法在展览
上风头日盛，逐渐成为当
代一个热点，请您谈下楚
简书法在当代兴起的背景
是怎样的。

许雄志：我从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楚
简文字了，大约在15年前，
楚简书风的创作是一个风
潮，虽然近几年的楚简风
格略有衰减，但是在篆书
类创作中仍是一个比较主
流的群体。

20 世纪初，随着殷墟
甲骨、敦煌写经、西北汉简
的陆续发现，人们开始对
我国古代历史、地理、制度
名物和文字源流等方面有
了新的更深的认识，并对竹
木简牍的形制、规格、样式
和文字内容有了更直观的
了解。

20世纪是简牍惊人大
发现的时代，包括北京、内
蒙、河北、河南、安徽、湖南、
湖北、四川、广西、广东、山
东、江苏、江西、陕西、甘肃、
青海、新疆在内的 17 个省
份都曾发现了不同时代的
简牍。上海博物馆、香港中
文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岳麓书院等文博部门和
大专院校还有数量不等的
收藏，其总数超过 26 万枚
之多。简牍内容除了数百
部典籍文献外，还涵盖战
国、秦、汉、三国及魏晋时期
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
文化等诸多领域，为历史研
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当楚简资料一一公布
之后，书法家们的眼球马上
被吸引，包括我在内的一大
批书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
楚简和帛书的学习，经过大
家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大
约在20年前到15年前的这
段时间里，曾经出现过一批
以写楚简帛书为主的书家
群，形成一时的风潮。

简牍的发现，极大丰富
了书法艺术，打开了书法家
们创作的新天地。不仅改
写了中国书法史，更深刻地
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书法
创作，尤其是对篆隶书及早
期草书的研究与创作，极大
地开拓了书法艺术审美的
视野空间和突破了创作技
法上的窠臼桎梏。诸多书
家争相从简牍中汲取营养，
融入到各自的书法创作实
践，由此成就了数位书法大
家，他们自成流派、独树一
帜。简牍书风持续升温发
展，群体不断增大，在当今
书法艺术创作领域里形成
了一个特殊现象。

李世俊：请您根据您的
经验，给写楚简的书家提一
些建议.

许雄志：楚简的显著特
点与以往的传统金文小篆
的结体以方正、竖长为主不
同，楚帛书的字形扁方居
多。有许多有特征性的笔
画，并不是以往人们要求的
中锋，楚简的横画用笔多是
侧锋，而书写传统的金文小
篆的用笔多要求是中锋。

楚简与汉碑之间有很
大不同，汉碑主要是用于庙
堂祭祠，是堂堂正正的，体
形硕大。它器形的格局、它
章法的布局、它字形的尺寸
及体量都是比较大的。而
简楚作为一种文字记载的
书写材料，是为了便于收集
整理和考虑到材料的节省，
所以它的文字尺寸受限于
材料，字形都比较细小。作
为艺术家，如何将这两种书
体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就
需要一个相当的变通能
力。现在的书家很少或直
接使用竹简作为书写材料
来参展投稿，但是很多艺术
家把很小的楚简文字放大
以后，结合一些隶书的某些
艺术特征，形成一种篆隶交
混、融合衔接来进行创作。

以我的经验来看，楚
简书法的创作，单纯依靠
现有的简牍文字资料是远
远不够的，必须结合其他
的古文字资料来综合进
行。我们个人的楚简类创
作主要结合了《侯马盟书》

《郭店楚简》《子弹库帛书》
及楚系金文，还有先秦玺
印、货币文字，不只是对楚
帛书、楚金文关注,对所有
新发现的其他文字资料都
很关注的。

许雄志许雄志，，别署少孺别署少孺，，19631963年生于郑州年生于郑州，，祖籍江苏海门祖籍江苏海门。。先后问业于徐学萍先后问业于徐学萍、、李刚田李刚田、、韩天衡韩天衡、、马士达马士达、、黄惇诸先生黄惇诸先生。。并多次担任兰亭奖并多次担任兰亭奖、“、“国展国展””及一系列专业及一系列专业
展评审委员展评审委员。。现为中国书协篆书委员会副主任现为中国书协篆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理事、、西泠印社理事西泠印社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研究员、、河南省书协副主河南省书协副主
席席、、河南省书协篆刻委员会主任河南省书协篆刻委员会主任、、河南印社社长河南印社社长。。

作品获奖作品获奖：：全国第五届书法展全国第五届书法展““全国奖全国奖”、”、全国第三届正书展全国奖全国第三届正书展全国奖、、全国首届青年书法展全国奖全国首届青年书法展全国奖、、全国第五届楹联书法展一等奖全国第五届楹联书法展一等奖，，学术专著学术专著《《秦代印风秦代印风》》获首获首
届届““兰亭奖兰亭奖””提名奖提名奖，，荣获第二届荣获第二届““兰亭七子兰亭七子””称号称号、、获获《《书法报书法报》》青年实力书家青年实力书家3030人提名人提名、、获获《《中国书法中国书法》》中青年实力书家中青年实力书家6060人提名人提名。。

作品出版作品出版：《：《许雄志书法作品集许雄志书法作品集》《》《当代著名青年书法十家当代著名青年书法十家··许雄志卷许雄志卷》《》《当代著名青年篆刻家精选集当代著名青年篆刻家精选集··许雄志卷许雄志卷》。》。学术著作学术著作：：主编大型印学丛书主编大型印学丛书《《秦代印风秦代印风》、》、
主编主编《《秦印文字汇编秦印文字汇编》、》、著述著述《《秦印创作技法解析秦印创作技法解析》、》、执行主编执行主编《《清明书画选集清明书画选集》、》、执行主编执行主编《《古风与经典古风与经典··古今书画作品选集古今书画作品选集》。》。编著编著《《鉴印山房藏古玺印精华鉴印山房藏古玺印精华》《》《鉴印鉴印
山房藏古封泥菁华山房藏古封泥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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