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语云：“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
悲歌之士。”的确，从古至今，燕赵文化
的基调便是这样：大气雄强、慷慨激
昂、敢为人先。进而产生了一大批享
誉中国历史的豪杰侠士与文人墨客。
植根于燕赵大地的河北书法也天然地
继承了这种特征，形成了传统、明朗、
畅快的书法风貌。而生于斯长于斯的
刘金凯先生，无论为人、为艺还是工
作，也都打上了燕赵文化的烙印。

刘金凯先生为人平和却不乏性
情，正直又懂得变通，纵然只有短暂的
相处，也会察觉到先生是真正富有智
慧之人。先生的书法植根传统、朴实
大气、率意畅然，于儒雅中见性情，于
笔墨中显时风，是当代书坛的佼佼
者。在先生领导下的河北省书协，正
是以燕赵文化“敢为人先”的精神，开
拓出了一条当代书法事业发展的新模
式，谱写出了一篇篇书坛佳话。

河北省有着得天独厚的书法资
源，在河北境内遍布着众多金文遗迹
和书法名碑，在这些文化遗产的滋养
下，燕赵大地的“书法热”一直接延相
续，未曾有过中断。改革开放以来，特
别是河北省书协成立以来，河北省书
法事业的发展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
面，一直处于“书法大省”行列。但现
任中国书协副主席、河北省书协主席
的刘金凯先生绝不满足于“书法大省”
的称号而止步不前。2013 年上任之
初，他就提出了“弘扬兰亭精神，实施
大书法格局，实现书法大省向强省的
跨越”的战略目标。五年来，河北省书
法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在各项展事
当中均名列前茅，省域文化与经济发
展齐头并进，实现了由“书法大省”向

“书法强省”的有力迈进。
“弘扬兰亭精神”讲求的是发扬文

人团结和谐的精神，构建风清气正的
河北书协。刘金凯先生曾多次在主席
团成员会上强调：“人与人善，文人相
重不相轻。”“文人相轻，古来已有”，
但“以和为贵”依然是中华传统文化
精神的主流，在这一思想倡导下的河
北省书法界，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善
意的批评多了，恶意的中伤少了，呈
现出一片和谐的景象。建设“大书法
格局”也是河北省书协近年来的战略
目标之一，将社会上每一位书法家、
书法爱好者都纳入服务对象，对每个
书法团体都给予支持。这些年来，在

“大书法格局”理念的作用下，民间书
法机构、书法组织、书法团体已经成
为河北省书法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河北省书法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刘金凯先生领导下的河北省书
协，有着与其他地市省级书协不同的
发展面貌，即协会不光在书法创作“出
精品，出人才”方面下足功夫，同时也
将书法理论的发展提到了新的高度。
采取了“一手抓创作，一手抓书法理
论”的“两手抓”战略，这与先生个人的
创作经验和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

与众多学习书法的人一样，刘金
凯先生早期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书法的
临摹与创作上，但后来发现，仅靠“手
勤”行不通，有些“硬坎儿”和“瓶颈”是
跨越不过去的。于是，他开始在浩如
烟海的古代书论和国学著作中寻找灵
感和启示，潜心涤虑地研读这些有分
量的经典之作，找到了开启创作难题
的金钥匙，走上了一条创作与学术并
举的艺术道路，最终成为一名研究型
书家。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
神”，书学理论是书法发展的方向盘，
是提高创作自觉、达到书法创作至高
境界的基石。过去，书法始终是依附
于汉字实用功能的，汉字字体演变终
结后，书法获得了脱离汉字实用功能
而独立发展的契机，至当代，书法基本
已完成了从实用功能到审美功能的过
渡，成了一门纯粹的艺术。这种情况
下，对古代经典的理解、对书法审美规
律的把握、对书法作品的鉴赏批评，将

成为每一位想要脱颖而出的书家所必
须掌握的本领，从这一点来看，刘金凯
先生是极具远见卓识的。在这一发展
思维的指导下，河北省书协下大力气
抓理论建设，多次组织看稿会，扎根协
会、依托高校，打造了一支研究成果颇
丰的理论队伍，理论建设的成果正在
慢慢彰显。

在刘金凯先生众多令人钦佩的品
质当中，富有人民情怀这一点是最为
动人的，他从不认为书法是高高在上
的奢侈品，而是一门各行各业都需要
追求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在审美理念
上，他坚持认为群众的喜爱程度是检
验书法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只有老
百姓觉得好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
品。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仅在这两年间，他就组织策划了多场
面向基层群众的展事活动，大大丰富
了人民的精神生活，激发了基层群众
的创作活力，“河北省首届农民书法
展”“河北省首届、二届群众书法大
展”等几次大展的规模之大、参与度
之高、影响力之广甚至超过了一些全
国性展览，而展览的作品虽出自最基
层书家之手，但佳作数量却是非常可
观的，这正显示出了河北省基层书法
的繁荣景象。

刘金凯先生强调书法要为人民书
写，为时代放歌。在书写内容上，他建
议广大书家不要只局限于抄写古诗
词，而要多写一些描绘当前的诗文，用
书法的形式将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和
人民的美好生活表现出来，这将是我
们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刘金
凯先生深谙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
艺术之树才能常青的亘古不变的道
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艺创
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
方法是扎根人民”。

家学渊源是众多书家走上书法道
路的原因之一，刘金凯先生也不例外，
自幼便接触并喜爱上了书法。而他的
特别之处在于，在承继家庭书法源流
的同时，还受家庭影响，对京剧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谈起京剧，生性平和的
刘金凯先生也会变得兴奋起来，有时
会随机唱上一段，虽为即兴演出，亦无
伴奏，但他却能倾情投入到角色当
中。那一刻，我们就会明白为何先生
会说京剧与书法是融会贯通、相互促
进的，京剧与书法一样，都是人情感的
表达，都是注重节奏和韵律的艺术，都
能给予人美的享受和心灵的涤荡，也
都是属于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当选河北省书协主席、中国书协
副主席等职位后，刘金凯先生将大部
分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河北书法事
业的发展，个人的书法创作只能抽时
间来进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书
法创作的精进。扎实的书法基础、渊
博的文史知识，再加上丰富的工作经
历，让他的书法包含了更多的内涵。
观其书作，不仅能够感受到有书法之
美，还能品读出文学之雅、学者之思、
睿者之智与时代之风，可谓真正做到
了内涵与形式的统一。

书风显格局，笔墨释人生。刘金
凯先生是当代中国书坛的一位全面
手，他既是书法创作实力派人物，又是
主政一方的书法组织工作者，同时在
书学理论方面也饶有建树，再加之其
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对人民群众的深切
关怀，可谓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

（弓宇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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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P07 学术前沿

鼎甲·2017中国古文
字艺术创作研修班第
二次授课圆满结束

P04 锲斋对话

锲斋对话·对话刘金凯

“中国·美术·学院”中
国美术学院九十周年
纪念大展

P02 书坛时讯 P06 校园在线

P05 丹青意象

书有继承千年新
——论赵孟頫頫书法的历史
地位与作用

P08 书写经典

书写新时代
——名家书写习近平
经典用语

刘金凯先生习书近50年，戏墨于碑帖之间，
神悟古人笔情墨意，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渐积渐
长，终成河北书坛的执牛耳者。然而观其近期作
品，带给人由熟返生的感觉，没有那种珠圆玉润、
四面玲珑，更多的是苍劲拙扑，颇得意趣，生动感
性，充满新鲜感。

由生到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由熟返生则
是一个痛苦的经历。谙熟于“二王”笔意的刘金
凯先生，近来从魏晋碑帖入手，将魏碑的厚重和
庄重融入行草创作中。作品中有了“高不言高，
意中含其高。远不言远，意中含其远”之意味。

真正的书写是为了表情达意，掌握了基本技
巧，就要为此服务。这就是所谓的“巧不如拙”。
通观刘金凯先生的作品，在表现技巧的同时，寓
巧于拙，让人觉不出技巧的表现，更多的是一种
情感的流露，质朴无华，如微风徐来，细泽涓滴。

宋人蔡启说：“天下事，有意为之，辄不能尽
妙。”在几十年的习练中，刘金凯先生不意于工而
工，在书法创作的道路上踏歌而行，愉悦地书写
着，笔下纸上，却是情真意切。

——孟彦军

P03 当代名家

当代名家系列·卢林、王冰

尊崇写实 皈依经典
——陈承齐的油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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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中 华 文 明 弘 扬 时 代 精 神

刘金凯：书风显格局 笔墨释人生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奥，
莫非乎银钩。

——《笔阵图》

《笔阵图》强调了书法的玄妙，它一方面肯定了书法的重要性，
一方面指出了书法的奥妙。魏晋的书法观视书法为一种玄妙深邃
的艺术，可通于自然、人事的妙理。

《笔阵图》着重于用笔的探讨，它用形象的比喻对七种基本笔画
提出了要求，这继承了西晋书势论的传统，以简明的物象形容笔画，
无不强调了书法的动感与力度。《笔阵图》对用笔法的论述取备于各
种书体，体现了融汇诸体、博采众长的特征。《笔阵图》同时对笔力的
问题也很重视，与笔力密切相关的是“骨”“筋”“肉”等批评范畴。《笔
阵图》中在“骨”“肉”两者之中显然作者更倾向于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