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艺录

什么是好线条？有人说书写快的是好线条，慢的是
坏线条；也有人说书写粗的是好线条，细的是坏线条；还
有人认为，反之是好线条和坏线条。其实，历史上的书
法大家，所创作的名碑名帖，书写快、慢、粗、细线条皆
有，除个别线条质量稍差外，均称得上是好线条。其实，
好线条均是符合宇宙本体的和谐规律的线条，是心灵和
情感的展现。古人云，“书为心画”，即是如此。

书法创作是心灵的声音。一个人创作时的心境，是
平静还是烦躁，通过作品都能反映出来。所以说，书法
所体现的线条是有生命的，是有灵感的，是人把情感通
过腕、指运作到笔尖、体现到纸上的线条，是人神经未稍
的延续。

书法艺术又是美学范畴的艺术。无论哪一位书家，
所创作的作品是给人看的。既然给人看，就应当给人以
美的享受。所以经常听人讲，某某书家的作品就是好
看，某某书家的字我看不懂，不知好在哪里。是的，社会
上很多人对书法艺术欣赏水平深浅不一。那么，评价一
个书家水平的基本标准，就是看社会上大多数人能否接
受，是否越看越爱看，愈看愈耐看，也可称为“雅俗共
赏”。“雅”的东西固然是好的，“俗”的东西也不一定不
好。大多数人都说好，肯定有好的道理；书法创作是为
大众欣赏的，不是给少数人看的。如果只为少数人所欣
赏，再“雅”的艺术也是没有前途的艺术。

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书画同源”是书画艺
术共同发展的经典论断。汉字的产生就是伴随着绘画
而发展起来的。发展到了今天，一些大专院校和研究机
构，把书法、绘画专业分得越来越细，虽然对书法、绘画
某些领域深层次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还是不赞成
把书、画割裂开来研究。当前社会上和艺术领域出现的
一些现象，如有些画得不错的画家写不好书法，甚至写
不好题款，以至于影响了绘画的整体效果。纵观历史，
像祝允明、徐渭、郑板桥、黄宾虹、石涛、张大千、齐白石
等很多都是在诗、书、画诸方面皆有很深造诣的艺术大
师，他们为我国书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当今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无论学习哪一门
艺术，都应该像古人那样，涉猎广泛一些。在学习书法
的同时，应当学习绘画；学习绘画的同时，也应学习书
法，以求全面发展，相互影响，更好地体现艺术的广泛性
和厚重感。

多年的学书体会是，在学书过程中，要强化“研究”
意识，也就是压迫研究书法。不能整天单一练习书写，
更重要的是放在“研究”上。在研究的同时，使得书法线
条、结构、章法、布局得到提高。一幅书法作品摆在你面
前的时候，专家一看，就知道你悟了没悟，读了没读，思
了没思，也就是研究了没研究。如果没有深入“研究”，
你就会越写越麻烦，越写越烦躁。写得多了，固然会产
生熟练的效果，但如果没有“研究”作支撑，那只是熟中
生俗，或是熟中生死，这是非常可怕的结局。

我喜欢京剧。在多年演唱中体会到，会唱是初级阶
段，能唱能演是中级阶段，情景入戏才是高级阶段。京
剧的一板一眼、一招一式都是很讲究的，也是不能怠慢
的。写书法和唱京剧有很多相同之处，都是胜在细微
上。凡是不注意细节的人，书法是写不好的，戏也不会
演好的。整出戏是个整体，人物与人物之间是相关联
的，互相配合才能演出好的效果，如一个人在演唱时，另
外的人要用肢体语言与之配合，使整出戏浑然一体。书
法创作也是一样，一笔一画，字与字之间都有关联衔接
的问题，通篇只有惯气才能产生良好效果。所以，我们
在书法创作过程中，细节决定成败，应多看看梅兰芳、裘
盛荣等京剧大师的表演艺术，或许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临摹”对学习书法来说至关重要，而且，要伴随人
的一生。不临摹，肯定是写不好书法的。“临摹”就要临
得像，也就是追求“形似”。要让“笔墨”“气韵”“神采”更
接近古人，即从一开始，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古人。“临摹”
临得越像越好。临得越像，说明你对古人书法的结构抓
住了，手有感觉了，心里能和古人对话了。“临”得像是很
难的事，很多人认为临古人的字要加上自己的书写习
惯，这就麻烦了，久而久之，形成习惯，加深了自己的偏
见，就很难纠正了。

——刘金凯

李世俊：您在行草书创作方
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创作成果
颇丰，请您谈谈如何在继承古人
的同时，写出自己的风格？

刘金凯：我的学书也经过几
次反复，刚开始对明清的作品是
非常喜欢的。后来，我越来越觉
得魏晋书法所包含的那种清雅
又大气包容的风格，对我产生很
强的吸引力。“二王”这一路的书
风可以说是影响了我们每一代
人，是我们必学的楷模。因为王
羲之的书法特点具有很强的包
容性。如果在王羲之及其一路
的书法上能够打下扎实的基础，
再结合明清那种大气厚重的元

素，就可能会形成一些特点。所
以，后来我就把王羲之的书法进
行深入研究，逐步达到一种熟练
的程度，然后再逐步地引入明清
的书风。因为我是北方人，身体
里流淌着豪放的血液，所以深受
雄强、厚重的燕赵文化的影响。
比如说燕赵文化一个代表性的
人物就是荆轲，“风萧萧兮易水
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是这
种大气雄强精神的写照。这种
文化实际上深深地影响着河北
一代代的人。所以我对北方厚
重雄强的书风是有心理体会的，
那么作品中再逐渐地加入王羲
之的雅气的东西，可能就会出来

一些新特点，这也是自己所需
要的。

我认为学习书法要临创结
合，始终要把临习古人经典作品
当作自己一生的学习任务。康
有为说过：“学书必先模仿，不得
古人形质，无自得其性情也。”这
就是说在临摹、模仿古人的书法
经典的时候，一
定要在形质上
达到熟练，各种
法度掌握好，最
后把性情加进
去，这样才会使
自己的书法创
作更加完善。

●学习书法重在悟性、功力和知识，三者缺一不可
李世俊：您爱好广泛，在书

法之外，对京剧尤为钟情。京剧
与书法同为中华民族艺术园中
最灿烂夺目的两颗明珠，历史上
也有许多大家名流既是京剧大
家又是书法巨匠。请您谈谈精
研京剧对书法创作有何启示？

刘金凯：我学习京剧和书
法，是两者并进的，也都是受家传
的影响。九岁左右，我就对京剧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书法也是在
很小的时候受到父亲的影响开始
练习的，所以我一生都在孜孜不
倦地追求这两门艺术。

在学习过程中，我体会到这
两门艺术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
的。书法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核心，京剧是我们的国
粹，两者都很有代表性。京剧从
角色来看是生旦净末丑，书法是
真草隶篆行。书法中的五种笔
体相当于京剧中的五个行当，这
是一种巧合。我觉得学京剧对
书法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京剧
在唱腔过程当中讲究字正腔圆，
也就是说在行腔过程中咬字要
清楚，同时要带着感情将字头、
字中、字尾都要唱到，这和书法
的书写是一样的。在书写的时
候，每一个笔画，从入笔到行笔
到收笔，整个过程都要交代到
位。所以在这一点上，京剧和书
法是非常一致的。

京剧和书法还有一个共同
点就是都要体现人的感情，这种
感情寄托在旋律当中，它们的区
别就在于旋律的有声和无声。
比如说京剧的旋律是非常优美

的，京剧的阴阳顿挫、高低起伏，
甚至从吐字到发声都是很讲究
韵律感的，是非常动听和美妙的
艺术旋律，这是京剧的特点。书
法也是这样，书法是一种无声的
旋律，实际上我们创作一幅书法
应该把它看作一首无声的、同时
也是带有律动的曲子。比如说
书家在创作时，是他的思想以情
感来指挥他的手，实际上是把人
的生命力、人的感情倾注在书法
当中，因此书法作品实际上是律
动的，不是呆板的。在这一点
上，我从学京剧当中有一些体
会，这对书法的促进是很有好处
的。反之，在书写过程中体会到
的那种线条的律动对学京剧的
字头、字中、字尾的唱腔运行到
位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有很
多艺术是相通的。

李世俊：许多著名书法家在
国学、史学、哲学等方面都具有
很深的造诣，而您也一直强调书
法的学习要创作与学术并举，但
当前书法界普遍存在重“字内
功”而轻“字外功”的现象，对此，
您有何见解？

刘金凯：实际上，在这个方
面我和众多的书家体会都一样。
我认为书法有两个方面：一个方
面首先是技法；另一个方面就是
要有文学修养的补充。十年以
前，我的一本书法集扉页上，有几
句话是写自己的感受的：学习书
法在悟性、功力和知识，三方面缺
一不可，重在研究。研究书法是
说在技法达到成熟，创作达到一
定的高度的时候，必须要有学养、

知识的补充，比如传统国学、美
学，包括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
进行补充，这样才能使书法作品
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很多人
讲，自身技法非常不错，但是到达
一个高度之后就有停滞不前甚至
下滑的情况，所以，知识的补充是
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字内功”和

“字外功”的问题，“字内功”本身
以技法修炼为主，是一个人必须
要训练达到的，特别是对古人笔
法的研习与吸纳，等等，这对每个
人书法的关键环节学习有很大程
度的制约。

我们学习书法，首先把古人
的技法，尤其是笔法等基本的技
法、法度熟练掌握。当进入创作
阶段后，“字外功”的补充作用就
显得更加重要了。所以，这么多
年我觉得我们应该体会书法属于
什么范畴的艺术。我认为它是属
于美学和哲学范畴的艺术。因为
我们从古人的经典作品当中也看
出，几乎每一幅经典书法作品无
不渗透着哲学性的元素。这种元
素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吸取的。比
如说字的大小、线条粗细、墨的浓
淡、欹侧关系等，都渗透着一对对
的矛盾。只有书家能够主动设置
矛盾，最后才能解决矛盾，使通篇
的作品和谐统一，这个正是我们
需要的。从哲学、美学角度来看，
古人留给我们的经典作品无不给
人一种美的享受，那么我们写出
来的书法作品也一定是在遵循传
统的基础上，给读者一种视觉上
美的享受，我们应该体会到这
一点。

●把临摹古人的经典作品当作自己一生的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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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符合新时代人民审美需求的创作风格是非常重要的

刘金凯书于谦《咏煤炭》

李世俊：党的十九大报告首
次把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
为标题性段落加以阐述，对我们
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提出了非常
具体、明确的要求。作为新时代
文艺工作者，应该如何更好地践
行这些要求？

刘金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大报告中，把繁荣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艺作为标题性段
落确定下来，把我们国家的文艺
发展定位到关乎国家繁荣兴盛

的高度来论述，这是前所未有
的，也体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性。这一
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
系列重要讲话中的一个重要部
分。在此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对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了很
多的论述，包括2015年的《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的《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
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等，
这些讲话之间是相互联系、一脉

相承的，共同为我们文化艺术界
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指导，对艺术
家的定位、艺术家如何开展工作
等都作了非常深刻的阐述。

那么接下来我们艺术家就要
去思考该如何践行这些要求。我
觉得首先要端正我们在新时代的
创作方向，即以人民为中心来进
行创作。

其次我们艺术家要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到人民中去，从我
们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来吸取营

养，丰富我们的创作。
再次，在现实生活当中吸取

营养、提升创作水平的同时，我
们要去探索符合新时代人民审
美需求的创作，我认为这是非常
重要的。我们河北在这一方面
也进行了一些探索。

那么怎样才算是反映了我
们当今时代的现实生活呢？就
是我们在深入生活、深入人民的
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的诗词歌赋
和文章作为书法作品的创作内

容传承下去。不要总是抄一些
古诗词，而是把我们当前现实生
活中繁荣发展的方方面面，变成
我们自己的诗词歌赋和文章，然
后再用书法书写出来，这样就和
我们时代相衔接了。我觉得在
这一点上每一位艺术家，都应当
去进行探索和实践。这样做既
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又反映了我
们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这样才
是艺术家践行总书记号召的
表现。

●弘扬兰亭精神，实施大书法格局，努力实现书法强省跨越式发展
李世俊：近年来，河北省书

法的发展蒸蒸日上，逐渐迈入书
法强省行列，您是河北艺术发展
的领头人物，您认为河北省书法
创作的现状如何？在当前的大
环境下，应该如何发展？

刘金凯：河北这几年在中国
书协、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
联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些进步，在
某些方面表现比较突出。2013
年以前在旭宇主席的率领下，河
北成为了“书法大省”，2013年以
后我们就在思考如何由“书法大
省”迈向“书法强省”，我们要采取
一些具体的措施，比如弘扬兰亭
精神，实施大书法格局，团结社会
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更多

的艺术工作者和书法爱好者纳入
我们服务和团结的对象，学习和
借鉴其他兄弟省市成功的经验，
去实现“书法强省”的建设。

实现“书法强省”建设的一个
检验标准，就是在全国的书法展
事活动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在第
五届“兰亭奖”上，我们河北取得
了第五名的成绩，在十一届“国
展”当中，我们是第四名，第六届

“兰亭奖”评审工作已经结束，我
们入选的人数是第二位。所以河
北在全国来说应该是一个经济文
化大省，在经济上，河北在全国排
第六名左右，河北书法的定位也
要和河北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
应，要排到第六位左右。我们想

通过努力，使我们的艺术家在全
国的大展上，能够把位次靠前，进
入全国第一方阵，稳定在第六名
左右，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目
标。通过近几年的这几次大展来
看，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包括
2016年、2017年全国的一些其他
单项展事活动，我们也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今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那么下一步河北书法怎么
发展？我们主席团经过考虑，也
提出来了一些措施：

首先要抓基层，抓普及。书
法下基层是我们书法家和协会
服务社会的一个重要职责，同时
在服务当中要把基层群众中的

书法爱好者的积极性调动起
来。所以我们这几年在全省范
围内举办了几个展览，比如河北
省农民书法展，取得非常好的成
效；两届全省群众书法展，效果
也非常好。这些展事活动极大
地调动了基层书家的积极性，这
样我们就奠定了一个雄厚的群
众基础。

其次我们还要出精品，出
人才，这是我们协会工作一个
永恒的主题。无论从社会还是
从我们书协方面，都要把人才
和作品放在重要位置，这也体
现出我们对社会的一种奉献，
就是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
来说话。所以说在众多的群众

书法爱好者当中涌现出来的相
对创作水平比较高的人，我们
要有针对性地培养，指导他们
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再有我们要关注书法进校
园活动的开展。从小学开始到
大学的书法教育，要紧紧抓在
手上，这是从培养后继人才的
方面来考虑的。

此外，加强河北省书法村
和书法之乡建设，给群众和书
法爱好者搭建更多的书法交流
平台，使他们的书法水平得到
锻炼和提高。我觉得只要这些
做好了，河北省在全国的位次
相对稳定了，书法事业还能够
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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