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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寿田张旭光帖学创作论

张旭光!字散云!

!"#$

年
%&

月出生!河

北安新县人" 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

成员#副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展览评审

领导小组副主任# 草书委员会副主任#硬

笔书法委员会主任" 北京大学书法研究

所客座教授! 中国美术馆艺术委员会委

员" 自
!"''

年先后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

人作品展!在中央电视台举办讲座!赴日

交流讲学$作品多次入选国展#中青展#名

家精品展等重大展览!收入%中国著名书

法家精品集&#%中国当代美术全集'书法

卷&等多部大型书法集$在曲阜#岳阳楼等

多处勒石刻碑$被中南海#中国美术馆#军

事博物馆和日本# 韩国以及欧美国家收

藏$出版专著有%楷书&#%行书&教材!%现

代书法字库'张旭光卷 &#%张旭光书法

集&#%张旭光系列艺术文丛&#%张旭光诗词

书法&#%行书技法&#%行书临摹'创作&光盘!

并有多篇文章发表" 先后担任中国书法兰

亭奖#八届国展#首届青年展等重大评审活

动评委会副主任!负责组织和评审工作"

在当代帖学转换中!张旭光无疑是一个开风气

之先的人物" 他以自身对二王帖学的深入研悟和

卓荦实践将当代帖学的实践与认识水平推到一个

新的境地"有理由认为!当代书法的历史性演进在

很大程度上已取决于帖学在当代的进展! 这也同

时使得帖学复兴面临着一个自清代碑学以来难得

的书史机遇"

受清代的笼罩性影响!使得整个近现代书法史

都处于碑学的整体笼罩之下!碑学对帖学的贬抑使

人们形成一个帖学失效的集体无意识! 似乎帖学

只能是碑学的附庸和保守的象征! 因而提倡帖学

就是对创新和多元主义的背叛!似乎多元主义与激

进主义等同!只有碑学和民间化价值取向才符合创

新与多元主义的题旨"

这当然不能不说是对帖学历史的误读" 事实

上!帖学的衰败并不是由帖学自身造成的!碑学所

强加给帖学的种种罪责并不能由帖学本身负责" 有

理由相信!如果不是赵#董对帖学的误读!抑或不是

清人入主中原!打断了晚明帖学复兴的启蒙主义思

潮!以程朱理学取代心学!强化书法领域的理学统

治!并以赵#董作为官方帖学的最高范式!最终消解

了以王铎#倪元璐#黄道周#傅山为代表的明末清初

表现主义帖学!帖学自身无疑将继魏晋二王之后又

臻至一新的高峰! 而整个近现代帖学史也将重写!

同时!清代碑学取代帖学的历史也将重写"

碑学的危机也正是依靠帖学得以化解" 当碑学

由于邓石如#陶�宣#李瑞清#曾熙等的片面化强调

而以北碑为惟一正宗!从而导致帖学全面衰微!恰

恰是帖学的重新引入碑学! 才得以挽碑学危机狂

澜于即倒" 何绍基#赵之谦#沈曾植#康有为#吴昌

硕#于右任走的无不是碑帖结合之路" 碑学以极端

性立身!而以圆融性求得变通" 清末民初以降!以

北碑为惟一正宗的碑学观念已被降解!碑帖融合成

书家的普遍选择"

!"

世纪
#"

年代以来! 碑帖对立的观念愈加淡

化!但不容回避的是!后碑学所导致的民间化书法

取向和风格至上的唯意志主义风气的光大遍至!使

倾向于视觉造型的碑学相比于帖学仍处于压倒的

优势!从而也使得帖学仍处于边缘化地位" 在书坛

风格主义处于鼎盛时期!造型取代笔法成为当代书

法价值的中心! 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书法的空心

化" 风格的泛滥导致当代书法无力在有难度的书法

史这一层面确立自身的价值!以至有论者不无深刻

地指出!当代书法是一个无法的时代!而典型标志

就是笔法的沦丧"

对帖学的忽视导致当代书法的平面化延展!无

力将当代书法提升到超越性层面!也正是在这一书

法背景下!反思碑学与重估碑学价值便构成当代书

法的学理化转换"

张旭光的帖学实践与帖学倡导!显示出当代帖

学向经典回归的努力!但这种回归并不是保守主义

的!而是在沉入经典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在更宏

大的书史维度上谋求当代书法的价值坐标" 就如他

所言!没有文化的书法永远不是书法!这种书法的

人文主义关怀是在当代书法的大众化喧嚣中久已

丧失的"

我认为在当代帖学转换中有三种帖学解读模

式并存" 一种是以学院化形式视觉分析与民间书

法结合模式$ 另一种是以单元训练和写实临摹为

主旨的帖学模式$ 再一种是以传统笔法破译为旨

归的帖学模式" 这三种帖学解读模式皆对当代帖

学的创新具有开拓意义! 并对新帖学的建构具有

推动性作用!但问题在于!这三种帖学解读模式皆

过于关注帖学本身! 而没有将帖学创作主体与当

代书法审美精神建构相整合" 张旭光写意帖学观

念的提出和新帖学释读模式的出现为当代帖学的

转换建立起一个生长点"

张旭光是当代书坛以入古著称的人物" 对二王

书法的深入研悟!给他带来双重命运" 一是对魏晋

二王的深入洞悉#把握!使他具有傲人的资本!但同

时紧接下来又使其面临巨大的创作压力" 帖学的经

典范式笼罩使任何一个想在帖学领域获得创造性

表现的书家都无法不感到沉重" 但帖学历史表明!

帖学除去维持书史发展动力的核心价值外!其创造

性价值始终表现在自身的不断超越性建构中"

无论如何!张旭光写意帖学的提出和倡导都使

他建立起一个价值坐标" 这个坐标的当代意义虽然

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但就个体价值而言!却使他拥

有了与现当代帖学大家迥然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书

史基点!并进而产生了强烈的当代史效应" 张旭光

的卓荦之处在于!他始终以开放的书史立场来审视

二王帖学!他没有以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心态来

认识与把握二王帖学!而是力图将二王帖学与当代

主体精神结合起来!并表现出博大#雄浑#浪漫的汉

唐气象!因而晋唐一体化成为他帖学实践的一种内

在追求!同时!将帖学与当代审美精神结合!将现代

美学的构成!情感表现融入帖学也成为他写意帖学

的一个主旨"

张旭光帖学以%圣教序&为基!融合王羲之手札

及%伯远帖&!王献之今草!并撷取汉碑颜鲁公雄浑

博大气象!将�与势!神与意有机融合!同时又羼入

今人林散之#白蕉#徐悲鸿笔意!尤其在水墨化用和

线条的营构上更具创造性" 他的线条具有强烈的塑

造感!他在对二王绞转笔法深入理解把握的基础上

通过对水墨的运用控制使其线条的营构具有了二

维空间感!这是为一般习帖者所不及的"在对%圣教

序&深入研悟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二王书法的结构

闭合性规律!虽然他没有公开阐释他发现的这一二

王书法结体规律! 但这无疑与王羲之内 笔法有

关" 相对而言!王羲之的内 笔法的'闭(!王献之外

拓笔法则是'开(!他的开张结构!融入雄浑外拓的

结构与笔势! 将王献之草书的长线条化入二王手

札! 皆表明他力图在王羲之闭合性内 结构中!融

入外拓笔意!以求得写意帖学精神的发挥" 张旭光

正是沿此以进!建立起雄浑的具有强烈主体表现性

的新帖学书风"这种表现主义帖学为当代帖学建立

起主体性结构!使当代帖学能够在新的审美精神感

召下!融入当代人文风范与审美节奏" 一切历史都

是当代史!帖学的价值也始终体现在它的挑战与突

破机制上! 书法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帖学大师如怀

素#米芾#王铎无不是在逆向的反叛式继承中完成

了对二王帖学的伟大传承与超越!而赵孟�#董其

昌则因其始终将二王帖学视作膜拜的对象!以至最

终断送了帖学"

当代新帖学的出现!标志着当代帖学的全面复

兴!同时也表明!继近现代帖学的历史低潮和碑学

的强势笼罩后!当代帖学开始走出历史低谷" 当代

书法的存在危机表明复兴帖学是当代书法走出困

境谋求历史超越发展的必然途径!同时帖学的多元

化实践也表明当代帖学不是对二王帖学的简单继

承!而是整合性的多方位的历史超越" 在当代帖学

的整体价值转换中!张旭光的帖学实践价值无疑将

随着当代书史的推进愈益显示出来"

!本文略有删节"

黎晶书法与文学展
轰动文坛

晨报讯 昨天! 由中国

书法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

联合举办的'黎晶书法与文

学 (展 !在首都图书馆隆重

开幕" 一百多幅作品用线条

语言述说着文学故事!给中

国书法艺术的传承带来一

股扑面清风"

黎晶先生现为中国书

法家协会理事 # 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 # 中国音乐家协

会会员 ! 北京市文联驻会

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他调

入文联短短五年时间内 !

创作了长篇小说 # 中篇小

说十几部!诗歌集两部" 超

百万字作品在全国多家出

版社出版 !在刊物上发表 "

其代表作 %殉猎 &闯入知名

作家排行榜 $中篇小说 %男

儿河 &获首届长江文艺 '完

美中国(文学奖" 他的书法

作品多次参加国际 # 国内

书法大展!被广泛收藏" 曾

担任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

大展执行主席 ! 北京两届

国际书法双年展 # 北京三

届电视书法大赛组委会领

导和评委会主席 " 黎晶先

生还创作音乐文学 ! 出版

了自己的歌曲专辑"

此次展出的一百二十幅

书画作品!展后将公开销售"

利铭

行草孙过庭#书谱$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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