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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甲骨文 徐 梅 书

翰墨风采翰墨抒怀

文字传承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
深，文字彰显着中国厚重的文化底
蕴，文字贯穿着中国历史的时代特
征，文字连接着文化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文字更融入了现代人们的日常
生活。一幅幅历史的画卷，让我们感
知先人的智慧，一件件甲骨文书法背
后，让我们了解千年文化的故事。

让甲骨文成为中华文明的基因

殷墟甲骨文距今已有3000多年
的历史，它是目前中国发现年代最早
的成熟文字系统。迄今发现甲骨大约
有近15万片，不重复的单字约4500
个，有3000多字未能识别，可使用
的文字只有1500字左右。在如此难
识别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开
发，既而用书法篆刻去表达它、传播
它？把汉字的传承提升到中华基因的
高度，这是对甲骨文研究者最大的鼓
励和鞭策。因此，甲骨文作为中华文
明的基因、中国文字的源头，值得珍
惜和更好传承发展。

值得欣喜的是，2020年启动的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
将甲骨学研究纳入主要研究目标，标
志甲骨学研究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又一欣喜是，今年教育部已将书法与
美术并列为一级学科，这就更有条件
在学科建设中，将文字学与书法的关
系，甲骨学与甲骨文书法的关系，书
法的跨学科研究等内容纳入范围。而
这一切，都是需要有人去做，有人来
传承。所以我觉得，对于甲骨学家而
言，应该从甲骨文书法艺术中汲取灵
感，而对于甲骨文书法家而言，更应
该借鉴甲骨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成
果，努力寻求学术支撑，两者相辅相

成，形成合力，将甲骨文研究向“中华
基因+世界共享”的领域推进。

让甲骨文从冷冰冰变为活生生

文字愈古，距离原始图画愈近，象
形特征愈明显。郭沫若先生曾研究指
出，中国文字发展至甲骨文时期，至少
经历了1500年历史，而中国文字从甲
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一路
走来，但基本的形体一脉相承，虽然书
写方式有了改变，但构成逻辑还是相同
的。不仅如此，甲骨文的出土，还带来
了商代历史、文字起源、造字方法、文
字应用、书写工具等等的有趣话题。当
甲骨文由图画变成图案画的符号，这种
符号又完全用线条来表达，展现的则是
刚健、柔媚，姿态各异；书契或肥、或
瘦、或方、或圆；有的婀娜多姿，有的
潇洒飘逸，甲骨文书法的耐人寻味之处
就已显现。譬如，我书写“长乐未央”
中的“央”字，始见甲骨文，“央”的
古字形像人戴枷，明显突出了人头，本
义为殃。《说文》则认为，“央”由表示
正立的人的“大”和表示门框的“门”
组合而成，意思是人站在门或门框“中
间”。在书写“央”字时，加以拟人
化，形似戴着头盔的小人双腿前后走，
灵动感跃然纸上。我认为，甲骨文书法
的艺术空间特征总体表现为：因形生
势，随机变化，起伏跌宕，自然天成，
字里行间充满了艺术的自由精神。这种
文脉延续需要通过多样性、丰富性的文
化产品，才能让人们喜闻乐见。

新时代应让甲骨文凸现艺术价值

甲骨文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中国
成形文字，虽然还保有相当浓厚的图画

性质，但基本上已经符合中国文字造字
和使用的规律——六书，即象形、指
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以上造
字原则，均可在甲骨文中找到。随着历
史情境的转换，在3000多年后的现代
文化语境中，需要人们更多地从艺术形
态的角度来观照甲骨文，让甲骨文的艺
术特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审美关注。

120多年前甲骨文被发现，“横空
出世”惊艳了世界，使它跨越时代直接
进入了近现代书法领域，除了史料价
值，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它纯粹的艺术价
值。对于它在艺术上的独特之处，至少
有以下几点：一是形体的象形性；二是
结体和章法上较后世书法有着较多灵活
性；三是写和刻紧密结合，相互影响；
四是甲骨文书法风格的多样性变化性。
这些无疑留给后人很多的探索空间。从
见识到的商代甲骨文、金文来看，其线
条与结体之美，已明显体现出相当高的
艺术审美理想和形式表现能力，它本身
就是一种艺术创造。譬如，我在书写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甲骨文作品
时，习惯以自然方式起收笔，行笔爽
洁，尽量保持契文原生态；同时注重中
锋运笔，呈现线条立体感，如“君”字
一竖，呈细圆柱状，凝重坚挺。创作甲
骨文书法如同绘画、篆刻，既要随体异
形，顾盼自如，对立统一，又要与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学原则和审美意趣一脉相
通。在结构、章法布局时，遵循不雷同
原则，注重正险、疏密、方圆、纵敛、
虚实的对比，当然这些“布局”“安
排”的前提是不可刻意为之，而要在有
意无意间随语境、情境而作。

甲骨文书法的求变创新首先取决于
对殷商甲骨文书法特征的尊重和认识，
包括甲骨文文字素材的规定，甲骨文的
契刻特征，甲骨文空间特性限定，甲骨
文字形的劲挺、方折、古朴的主流特征
等。如，创作时以立足于甲骨文本位特
征为前提，适当借鉴金文、石鼓、小篆
等笔法，但整体必须纳入甲骨文书法的
语言体系和运作规则之中，目的是丰富
甲骨文的艺术表现力，而非自创流派自
成一体。只有艺术规定性的存在，并且
得到艺术规则的支持，创新才有意义。

以甲骨文的先人智慧讲好中国故事

甲骨文研究不仅关乎学术、艺术等
方面，更要与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中国
文化走出去等密切关联。中国书法就有
这样的力量，甲骨文书法则更具这样的
底气和自信。

甲骨文本身所具有的象形性、灵动
性、随形性，虽然古朴原始，却蕴含着
极其丰富的现代性因子，只要运用好现
代化的数字技术手段，将甲骨文拥有的
立体动态信息，丰富形象的图像，随形
生动地展现出来，就能让甲骨文书法在
现代转换中的艺术创变成为无限的可
能。文化的传承既需要从理性上认识，
更需要从感性上接受并喜欢，要有长期
的浸润，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更好地
对接。与此同时，需要加大传播力度，
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一些形
式多样的传播方式，如打造数字化文化
空间，使那些远古的静止的甲骨文字能
重新活跃起来，人们在亲眼欣赏和亲身
体验中更能感知灿烂历史、认同文化传
统。因此，当代甲骨文书法的职能在于
创造充满文化底蕴、情感内涵的甲骨文
书法形象——这些形象对于当代人情感
有反响有共鸣，从而唤起人们对自然、
生命等的敬畏和期待，通过融入艺术家
的个性创造让更多作品打动人。我们相
信，甲骨文一定会如同熊猫、故宫、长
城、孔子等成为代表性的“中国符
号”，通过现代传播方式对外讲好中国
故事，扩大世界影响力。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
海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专职副主
任、上海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

永 恒 的 魅 力
——我对甲骨文的认知思考创作

徐 梅

自幼潜心诗书画印及雕刻艺术，守
正创新，曹郁的作品有了自己的风格。
曹郁在工艺美术领域钟情于陶瓷装饰
技艺，遍访国内陶都、瓷都，曾与百
余位名家大师开展合作实践，将陶瓷
装 饰 技 艺 的 融 合 创 新 作 为 主 攻 课 题 ，
取得丰硕研究成果，形成了“刻陶画
瓷”的鲜明艺术特色。他独具特色的

“刀笔写刻法”融传统书画笔墨技法和
时代创意思维为一体，使陶瓷装饰技艺
有了更高审美和境界。

曹郁连任三届河北省政协常委，同
时担任民建中央画院常务副院长。组织
实施了“骏彩华章”“培根铸魂”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艺术作品展
等民建中央主办的系列艺术活动。在揭
牌不久的城市人文公共空间 （石家庄）

“曹郁书画·工艺美术家工作室”，由民
建中央画院等主办的“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曹郁诗书画陶瓷艺术
精品展”正在举行，展出 50 余幅诗书画
交融的纸本作品和 50 余件传统和创新交
辉的陶瓷力作，充分展现了他不凡胸襟
和炽热情怀。

曹 郁 曾 连 任 三 届 中 华 全 国 青 联 委
员。18 岁举办第一次个人书画展至今，
已在各地举办个人艺术展 20 余次。他的
书画作品，笔墨雄厚、构思独特。加之
早年潜心篆刻以及刻陶画瓷技艺，使他
形成书画为主诸艺兼容的创意艺术体
系。他跨界的思维游艺在诸多艺术门类
之间，他画鼻烟壶、烙葫芦、搞雕刻等
等，在他的思维之中始终贯穿着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的思想，通过深入生活的践行，不间断
探索着、寻求着、奉献着。

“这个印章是鸟虫篆，中间的字体
是中山篆。单单这个印章我就刻了两
天。”曹郁指着一个紫砂挂盘介绍。挂
盘中间画面是曹郁篆刻的原创律诗作品

《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一眼就能看出笔
画之间流畅的刀笔表达，体会到畅快简
洁的气韵。以刀为笔，刻画艺术，刀法
见笔法，笔法融刀法，通过刀笔酣畅淋
漓地表达笔墨的精神和韵味，从而达到
技艺形式和内容表达的创新，这是他在
陶刻创作时真切的艺术体验。“陶瓷的
装饰和造型不但能提高器物的外观美
感，增加鉴赏情趣，更能让人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相比传统书画
艺术，它更立体，更具感染力，艺术
表现空间无限。”曹郁多年积淀的书画
艺术功底，为曹郁刻陶画瓷技艺注入
了 无 尽 的 营 养 和 无 穷 的 动 力 。 多 年
来，曹郁在四大名陶原产地、三大瓷
都以及福建建窑、云南碗窑、河北磁
州窑等地留下了交流的身影、探索的
足迹。他几乎尝试过所有窑口烧制的陶
瓷装饰创作，和名家大师合作，创作了
千余件陶瓷作品。由于作品独特，使其
备受业界青睐。

2018 年 12 月，曹郁获批省级技能
（陶瓷艺术设计及装饰） 大师工作室领
办人，随后“曹郁技能大师工作室”创
研 基 地 启 动 ，“ 创 研 基 地 主 要 是 以 研
发、交流、创新，尤其是陶瓷融合创新
发展为目的，通过对国内各个窑口的工
艺、釉色、器型融合创新的研究，然后
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新的文创产品和艺术
产品。”曹郁谈笑间透露出的是更加坚
定的信心。

曹郁从事艺术探索的同时，他时刻
不忘自己资政建言的使命和职责，他
充分利用一切时机为所代表的行业和
领域献策建言。他为中山国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建言，他为井陉窑的恢复与
利 用 发 声 ， 他 为 非 遗 事 业 的 发 展 呼
吁。2019 年，他在河北省政协专题议
政 会 提 出 了 《关 于 推 动 新 时 代 “ 非
遗”传承发展的几点建议》，并被民建
河北省委和民建中央采用。其关于促
进文艺繁荣发展的提案，两次作为河
北省政协全会文化板块的重点写进大
会提案工作报告。

“我们要利用好古窑口的特色文化
品牌，并以此为引领，促进河北省创意
文化产业的发展。”曹郁先后赴陕西、
湖南、江苏、浙江等地，就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进行走访调研，希望能够借鉴国
内其他名窑发展的经验，“不断探索传
统技艺的现代发展途径，希望能够打造
出一个文创产业样本，带动相关领域的
产业发展。”2018 年至 2021 年，曹郁扎
根平山县李家庄中共中央统战部旧址，
圆满完成了“李家庄同心工坊”文创扶
贫项目，这也是他积极所为的一个典型
样本。

曹郁热心公益，多年来为学校和公
益组织捐献艺术作品达 300 余幅。“绵延
无尽的艺术山脉，本是没有最高峰的，
只不过是登过峰顶的人，才能远瞩到更
高的山峰。”面对既有成果，曹郁依然
在学习、创作，荣誉和成果只是对其自
身理论和实践的一种结合和检验，他没
有沾沾自喜甘于满足，而是勇毅前行继
续着远方的行程。

勇 毅 前 行
——曹郁的书画陶瓷人生

铭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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