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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理论与实践

2014年第十一届全国书法篆
刻作品展（简称国展）评审前，中
国书法家协会提出了“植根传统、
鼓励创新、艺文兼备、多样包容”
十六字方针，并在此指导下，在评
审机制中逐步建立完善了文本审
读等环节，此外还进一步强化了

“鼓励自作诗文”等举措，取得了
引人注目的良好效果。但是，“艺
文兼备”的“文”，是不是仅仅针对
错别字、错漏文本、自作诗文等问
题呢？答案显然不是简单的“是”
或“否”。

错别字和错漏文本都分别包
括两种情形：一是“无心之失”；二
是“无知之误”。“无心之失”历代
都不鲜见，毫不足怪，因此评审中
设置了容错机制，以防误伤。“无
知之误”却直指一个基本素养
——以文字、文辞为对象进行笔
墨创造的书法家，对文字、文辞不
能太过无知，这是及格线，达不到
的话，对历史、对观众都说不过
去。当然，这方面也有一些历史
和现实原因（比如繁简字造成的
用字困扰、网络造成的版本谬误
等等），不能完全归咎于书家，因
此评审时为避免以“文”害“艺”常
常也设置了一些保护措施。总体
看来，这些年来的举措，对于提高
当代书法作品的文字、文本品质，
还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

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是自
作诗文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讨
论，较常局限于狭义的诗文创作
能力问题上。古今时代变革以及
教育体系内容变化等诸多原因，
客观上导致了最适宜书法创作的
传统诗文写作实践一度萎缩，这
当然不是书法家个人的问题。进
一步说，即便在古代社会，诗文创
作也是专门之学，养成高水平能
力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
此，有观点认为，自作诗文能力不
足，就不如直接抄写古人佳作，把
精力聚焦到笔墨上，宋元以来的
书法家，抄写古代名篇的情况也很普遍，并不妨
碍他们成为重要的书法家。这个观点，并不偏
颇，而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对此
心中有数，所以也并不苛求。

但是，大多数古人“也”抄录名篇，与当下不
少书家“只”抄录名篇，其间还存在着一个“能”与

“为”的重要差别。优秀古诗文是民族遗产，人所
共爱，无论古今，以此为创作文本，都十分正常。
不同的是，当创作活动有所指向时，前贤常常

“能”以自作诗文与笔墨相互映衬来满足要求，我
们常常由此看到文辞和笔墨共同激发的各种深
意，比如《祭侄文稿》《蜀素帖》等；当生活过程中
有所感悟时，前贤常常“能”以文墨相兼的方式予
以倾诉表达，比如《兰亭序》《黄州寒食诗帖》等。

“能”未必一定“为”，但作者掌握着这类创作的主
动性，当“为”即可“为”。如果“不能”，当“为”时
就只能望纸兴叹!

前举《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
《蜀素帖》四个例子，都是大的经典。前三帖号称
三大行书，历代赏析繁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共
同点是，每件作品都与时代密切关联，都包含了
极为强烈的家国情怀。这些情怀，都不是提笔那
一瞬间才产生的，而是全身心“浸入”当时生活并
产生了强烈“体验”，再凝聚为文辞，而后转移于
笔墨、驰骋于毫素。这样的文辞，绝不是简单的

“创作素材”，它一方面连接着“生活”，不仅是个
人生活，还有时代；另一方面连接着“历史”和“文
化”，它们沉积在语言之中。

沈尹默先生《书法论》早已指出：“书学所关，
不仅在临写、玩味二事，更重要的是读书、阅世。”
读书，就是通过语言进入历史、了解文化；阅世，
就是通过自然、社会磨砺情性、体悟境界。张之
屏《书法真诠》说：“作字者，或诗书礼乐养其朴茂
之美，或江山风月养其妙远之怀，或金石图籍发
思古之幽情，或花鸟禽鱼养天机之清妙。果其胸
有千秋，自尔森罗万象，凡精神之所蕴，皆毫翰之
攸关者也，可不务乎！”“胸有千秋”，就是历史文
化，“森罗万象”则是自然社会。韩愈《送高闲上
人序》说张旭“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
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
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
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
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
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既
列举了各种感情（主要应源于社会生活），也列举
了山川万物。

“读书”“阅世”的所得，当然未必一定需要经
过“自作诗文”这个中介才影响到书法创作。然
而，在书法日渐成为一种“专业”，展厅日渐成为
书法活动主要场域的当下，没有“自作诗文”这一
中介的书法学习与创作过程，其常态却是“玩味、
临写”——“书斋创作（抄录古诗文）”——“展厅
展出”，形成一个封闭性的“古今笔墨的循坏”。
甚至为了方便入展，有些书家的“玩味、临写”范
围还常常转向展厅中的“成功之作”，于是所谓

“展览体”应运而生，封闭性的“古今笔墨循环”某
种程度上演变为封闭性的“参展书家间隐性复
刻”，高度同质化的作品经常性地出现在各种展
览之中。

增加“自作诗文”这一环节，必然引导广大书
法家切实践行沈尹默先生所说的“读书”“阅世”
这两方面工作的提升。不读书，不仅难以掌握基
本的“诗文做法”，而且难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理
念、文化积淀，即使掌握了“平上去入”，也难以提
炼更具文化表现力的“主题”、“旨意”、“趣味”等
等与时代精神和诗文品质高度相关的东西。不
阅世，则必然腹中空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
勉强成文，也可能仅仅是无病呻吟。托尔斯泰
说：“艺术不是技艺，它是艺术家体验了的感情的
传达。”离开生活，离开壮阔奋斗的现实，何来可

供传达的“感情”、“体验”？
自第十一届全国书法篆刻

作品展提出十六字评审方针以
来，中国书法家协会除了在评审
机制建设上不断探索，以期形成
制度层面的引领作用之外，而且
在主动策划的“当代中国书法学
术批评展”暨“乌海论坛”、“源
流·时代”暨“绍兴论坛”、“中国
力量——全国扶贫书法大展”等
大型主题活动中持续进行了探
索。“学术批评展”试图在这种文
辞选择、风格选择、样式选择等创
作准备阶段就邀请批评家提供参
考意见，形成“创作——批评”互
动的格局，并通过历代关于书法
理想的文辞彰显传统价值取向，
通过面对面批评反思当下创作的
局限，寻找时代审美的方向。“源
流·时代”展则以二王一系经典为
中心，通过古今对话、临创相资的
方式，并特设“文墨同辉”板块凸
显“艺文兼备”创作方向。2021年

“中国力量——全国扶贫书法大
展”开始，要求部分书法家亲赴扶
贫攻坚一线，或参与扶贫工作，或
访谈先进人物，或描述成功经验，
在此基础上自撰文辞，再付诸笔
墨，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蕴养
文辞和情感。

以多年探索为基础，2021 年
的“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书法大展”提出了“浸
入式感受、体验性书写、主题性
创作”理念。以“主题性创作”为
旨归，参与“微观人文表达”部分
创作任务的艺术家们深入生活，
通过现场访谈、资料馆收集材
料、整理成文等方式，发挥书法
记言录史功能，书写发生在中国
革命史上的本地区本行业先进人
物事迹，纪实展现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进行伟大实践的奋斗历
程。这一“浸入式感受”过程，与

“四史教育”相互配合，对大多数
书法家产生了强大的历史震撼和

情感冲击，为笔墨发挥过程积蕴了直入身心且丰富细
腻的“体验”。在使用手机屏幕审查作品的阶段，我们
真切地发现，无论是“浸入式感受”过程还是“体验式
书写”过程中，都发生了很多令人感动的事情。在展
出的作品中，相信不少观众也有同样的意会。

可以肯定，这是书法创作“为人民书写、为时代抒
怀”的一次精彩探索，响应了时代的号召，同时在赓续
书法艺术最具创造性传统方面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对于“如何处理好书法家和人民以及艺术与生活的关
系”、“为谁写，写什么，怎么写”、“如何彰显书法主题
创作的时代性、人民性、专业性”等关乎新时代书法发
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当更多的书
法家将“玩味、临写”——“书斋创作（抄录古诗
文）”——“展厅展出”的创作模式改变为“玩味、临
写”——“读书”“阅世”——“书斋创作（自作诗文或选
择切题古诗文）”——“展厅展出”之后，我们的书法艺
术，一定能够更加密切地与时代同频共振，更加灿烂
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笔墨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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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池文鲤灿，禹域赤龙翔。共此江山幸，豪笺寄意长。
自作诗颂时 2021年 叶培贵 书

作者艺术档案

叶培贵，文学（书法）博士，师从欧阳中石
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
社中央书画院常务副院长，首都师范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北京书法家协会
主席，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北京市海
淀区政协副主席。曾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
法文化研究院院长。2003年入选北京市委
宣传部“文艺人才百人工程”，2005年获评北
京市青年骨干教师，2015年被中宣部、中国
文联和人社部授予“第四届全国中青年德艺
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

叶培贵担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
化研究院院长期间，使书法学科成为北京市
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并建立了我
国大学第一家书法文化博物馆；培养了100
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多人次获得中国书
法兰亭奖和全国书法篆刻展最高奖，多人成
为高校书法学科负责人或骨干教师。2014
年《书法练习指导》（副主编）入选教育部指
定教材，2015年受中国书法家协会委托主
编《翰墨薪传——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
项目》一套9册指导用书。理论研究方面，
主持新闻出版重大科技工程项目“中华字
库”第 10包，出版（含合著、主编）《学书引
论》、《米颠痴顽》、《中国的书法》等10多种，
发表论文70多篇，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合著《书法与
中国文化》，北京市人民政府）、三个一百原
创图书（2008年，合著《中国书法艺术》，原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高等教育优秀教材
（2008年，合著《新编书法教程》，教育部）、
北京市精品教材（2007 年，独著《行书教
程》，北京市教委）、中国书法兰亭奖出版奖
（2012年，担任副主编的《书法博士文库》，
中国文联和中国书协）等奖励。

自2005年起，长期担任中国美术馆当
代书法名家提名展提名委员、中国书法兰
亭奖评委、全国书法篆刻展评委等。2018
年至 2021 年参与中国书法家协会“现状
与理想暨乌海论坛”、“源流·时代暨绍兴
论坛”和“中国力量——全国扶贫书法大
展”、“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书法大展”等活动的学术策划和组织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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