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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随笔

《春风大雅》 中国画 庞现军 作

《静物》 宣纸水墨 张子康 作

谈及书法的学习，我在脑海里浮
现出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加法”，
另一个是“减法”。

所谓加法，就是指在我们的本来
面目、原有基础上所增加的部分。有
一种观点认为，书法艺术的学习如金
字塔，底部是技术，顶部是书法家的
才学积累与涵养性情。这种说法有一
定的道理。但前提是，你要获得一定
的技术含量，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平。
从形式美的角度而言，笔法功夫是首
要的，笔法则来自于用笔。古人论
书，常以用笔为先。东晋卫铄说过：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
奥，莫重乎银钩”，在此基础之上，
才能谈一个书法家的才华表现与文化
内涵。

怎样获得一定的、甚至是比较出
色的“技术”水平呢？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不断地学习求索。众所周知，
自古每一位大书法家都有勤学苦练书
法的故事而广为后世流传。这种学
习，就是崇尚经典，透视经典，立足
于当代，复活于传统，取其精华，为
己所用。在此可用各种形象的语言来
表述人们的学习行为，可以说苦读，
可以说学习师友与时贤，也可以说借
鉴，是“偷”，亦是“抢”。我个人觉
得最后一种说法似乎更贴切，将学习
者的如饥似渴表述得如此充分。有句
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在
此可贬义褒用。我们学习的碑帖中，
有的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比较容易
入手；有的则曲径通幽、宛转曲折，
不太能够掌握其精华。再说，当代的
书家名家，有的会倾囊相授，有的秘
不示人。此时，我们也不妨从那些高
级做“贼”的身上，学习他们的“惦
记”功夫，发挥“惦记”的韧性与狠
劲，反复学习。学习愈深，则自创亦
愈高。

在书法学习中，要找准古代碑
帖，定位当代书家，抓住自身感兴趣
的点，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下足
功夫去学。这比不断转换学习方式更
有效果，所谓站得高，潜得深，深度

的重要性应该远远高于广
度。学习书法，其实就
是一个不断做加法的
过程。因为临习古
人书迹并不只是
一种学习手段，
而进 一 步 可 成
为发掘创作源
泉之途径。我
们在创作的时
候，有些感觉
是 光 练 字 所 不
能 抓 到 的 。 那
么 就 要 学 习 笔
法，学习线条，学
习 章 法 ， 了 解 不 同
毛 笔 的 属 性 ， 再 掌
握 墨 法 。 用 尽 一 切
办法与力量去学习别
人的长处，学习他们
的独家秘笈。

书法家功夫在书外。书法是精神的
产物，要想在书法上有所成就，就不能
局限于书“法”。相反，书法家的精神
状态和文化修养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
求博览群书，读书多，积理则富，气质
自雅，书法作品才会出神入化。正如黄
庭坚在 《山谷题跋》 中言：“学书要须
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
可贵。”从浩瀚的书海里，我们可以更
多地了解周围，开拓胸襟，提高思想境
界，陶冶高尚的情趣，并通过熟练的技
法将此表现到纸上来，从而获得字外
之趣。

其实做加法的学习态度还可应用在
其他领域，比如收藏。古时的书画大家
都好收藏、精鉴定，因为艺术创作是

“手”，收藏鉴定是“眼”。书画收藏之
道“进可治学，退可自娱”，我认为藏
品带来的最大益处，无疑是精神上的愉
悦和心灵上的满足，启发人们智慧和灵
感，甚至可引导人们进入更高的思想境
界。这种心理上的回报，要远远超过物
质上的回馈。而欣赏的过程，是欣赏者
根据自身的生活体验，对中国传统书画
表现出来的艺术美的感知和理解，并由

此引发出来的想象和联
想，进而与作品产生

共鸣，使精神生活
得 到 陶 冶 和 升

华，最终化为
使人健康向上
之 动 力 。 要
使 自 己 的 书
画创作达到
较 高 水 准 ，
就 必 须 品 鉴
藏 品 ， 对 其
加以研究。从

认 识 作 品 的 内
容 、 题 材 、 形

式、章法、结构 、
造型等方面入手，
继而研究作者用笔
用墨的特点，最后
对作品的意境、气

韵、情感和风格做出评价。书画的鉴赏
研究之所以极具魅力，就因为它是一个
不断求知的过程，此时积累的经验是为
追求更高的眼力作储备，其自身的书画
水平也获得更为丰富的营养。

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应该
进入书法艺术的“减法”阶段。减什么
呢？我认为要减掉两样东西。

第一，减掉书法主体中的负面因
素。这些负面因素包括负面目的和负面
情绪。所谓负面目的，就是学书目的不
单纯，写字不纯粹，有功利色彩，即名
和利的考量。所谓负面情绪，往往表现
为畏难情绪和自满情绪。面对不熟悉的
字体、环境，学书人容易畏难。面对自
己反复学习过的熟帖熟碑，学书人又容
易自满。这两种情绪都会影响我们的书
艺修为。其实，学书就是不断剔除杂念
的减法，放下对外在物质的执着与忧
虑，让艺术回归于宁静与简单。

第二，减掉时风。各种艺术形式同
时都是一门学问，都有无数年代所积成
的技巧。习书者应以冷静的思考，理性
的分析和审美的眼光去品读书法艺术。
进入 21 世纪后，书法呈现出一种多元
化的发展态势，使得不少书法家以个性

的张扬和打破传统为目标，盲目跟风，
守不住自我，而最终被时风所淹没。对
于书法时风，我们应采取超然与疏离之
态，不屑于遵从名利场的逻辑来看待书
法，而是把书法作为一种精神的自娱和
遥慕古贤翰墨运思的方式，稳扎稳打，
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学，悉心研究，仔细
揣摩，使得个人面目在自然而然中得到
彰显。

书法是一种痕迹，是个人精神的一
种外化。时风并不是个人的真情实感，
率然而为的作品并不能体现作者性情的
真实。元代赵子昂认为“用笔千古不
易”，这不易的“用笔”，并不是用笔的
方法，而是指产生这些用笔方法的原
则。每一位书法家因性情、气质、学
养、审美取向的差异，都对用笔方法有
着不同的感悟和取舍，都在不同程度上
运用着相同或不同的技巧，巧妙而精到
地运用着笔法，进行着势的构筑和意的
营造。

总之，在书法学习中，先做到加
法，寻找古人，再做到减法，寻找自
我。在古人和自我当中，我们最终才能
寻绎到一些被古人反复强调过的名词，
比如“性情”，比如“笔性”。收获了性
情和笔性，做到笔随我意、我顺笔性，
技进乎道，艺通乎神，在用笔中获得了
自由，也就体悟到了极大的自在和
自信。

书法艺术的加法和减法
庞现军

张子康作品选刊

翰墨·作品欣赏

庞现军（耕夫），江苏省无锡
市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刻字委员
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南大学书
画研究所研究员、南京书画院特
聘书画家、宜兴市书法家协会主
席、宜兴市紫砂书画艺术馆馆
长。2011年被中国书法家协会授
予“优秀工作者”称号，2018年
被中国书法家协会授予“书法进
万家先进个人”称号。作品被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文
字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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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术馆》杂志主编，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与科技研究院副院
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实验艺术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博物馆协会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林中》 宣纸水墨 张子康 作

《荷风》 宣纸水墨 张子康 作

《游物》 宣纸水墨油画颜料 张子康 作

《秋雨》 宣纸水墨油画颜料 张子康 作

《田园雅趣》陶刻 庞现军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