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44 2023年9月2日 星期六

本版主编 刘 光 责 编 崔 漫 制 作 刘 雄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版由《中国书画》编辑室供稿

艺术投资艺术投资 ART INVESTMENT

一、传承与创新

康守永：结合您的新著，梳理了几个有关书
法本体的老问题就教于您。其实也是常说常新
的话题——您怎么看待传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

沈鹏：传承与创新是一对矛盾，统一于书法
的本体，互相依存，互相转化。

传统对于当代书法，是取之不尽的伟大源
泉。书法艺术中有许多已经形成定向思维的东
西体现了书法美的相对稳定性，对传统的继承
不能离开既成的思维定势。可以说，没有传统，
就没有书法。

但绝对不是所有已形成定向思维的东西都
是积极的，因为传统也有消极因素。许多优良
传统在开创时表现得非常富有生机，因崇拜者
众多成为不可逾越的偶像，后来逐渐消失了原
有的锐气，进入了末流。所以学习传统一定要
追根溯源。

康守永：您是指把握好“源”与“流”？
沈鹏：举个例子。王维、孟浩然的诗为啥达

不到陶渊明的境界？八大山人、金冬心、郑板桥
等人的机智为啥达不到王羲之的智慧？我想个
中原因主要不是天赋和勤勉问题，而是有着历
史大环境的因素，根子上是源和流的区别。王
羲之那个时代各种书体并存、交融，是书法由章
草到今草的转折时期，是法帖的源头。后来的
作品是流，流比源宏大、宽广，但终究比不上源
的清纯洁净、新鲜活泼。

康守永：但是无论是传统的“源”还是“流”，
在今人看来都是难以逾越的高山。

沈鹏：“源”与“流”也是相对的。我们后人
面对古人高度的创造，叹为观止，只顾匍匐膜
拜，甚至还认为古人的书法创造已经达到极致，

不可能再有大的作为，当代人能承传好就不错
了，不要奢谈有什么创新。人们之所以这么想，
除了客观上书法环境的古今差异之外，还是局
限于对传统的理解的单线思维，远没有做到用
精取宏，进入“通变”的程度，距离“拿来主义”的
气魄还有很大距离。

康守永：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沈鹏：在观念和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要处理

好两者的关系。谈原创决不排除对传统的继承，
并且必定重视继承。一听说原创就害怕扣上“数
典忘祖”的帽子，或者出于好意，担心书界滋生不
良风气，都大可不必。我们说的原创要求在继承
中突出个性追求，“原创”不但是对“创造”的强调，
更要求继承中自觉发挥能动作用。不继承传统，
谈不上创新；而如果不着眼于创新，那么优秀的传
统在我们手里还有什么意义？是否会走到它的反
面？人们常说，对传统要打进去，再打出来。实际
上，“打进去”与“打出来”具有一致性。立足于何
种方位“进去”，也意味着何种方式“出来”，这又从
另一角度显示了承传与出新的多元性质。

二、形式与内容

康守永：请您谈谈形式与内容。历史上曾
有过两者几近对立的思维，认为形式比内容重
要。今天的书法，似乎在重复过去，到处可以看
到书法“形式”重于“内容”的意味。

沈鹏：汉字具备形式美的属性。但要谈书
法的形式美，不能忽略这样两点：一是它形成的
物质条件；二是它内含的精神气质。书法的形
式美必须体现内在精神。形式上的变化，哪怕
只有毫厘之差，也必定于内在精神有所增损。
汉字的字形，可以看做书法艺术赖以存在的形
式，使转、顿挫、节奏则是由外在的形式向内在

精神的过度或深化。书法艺术的许多概念，形
式和精神是不可分的。

任何情况下，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
形式的内容。书法的“形式”也是有内容的，可
以说书法的形式即内容。康有为说“书，形学
也”，接着又说“有形则布势”。

康守永：您的“书法形式即内容”在书法理
论界有着很深刻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形式与
内容两者间的矛盾应该是统一于著名的“有意
味的形式”之论。但您说“书法‘形式’也是有内
容的”该怎么解读？“形式”如何“即内容”？

沈鹏：有些朋友质问是有道理的。我想按
“有意味的形式”来对应书法艺术，书法的形式
美是一种“意味”或曰“意象”，形式与内容在书
法的形式美是统一的，合二而一。在这个意义
上我说“书法形式即内容”，但还需要深入探讨。

“有意味的形式”的定义肯定很适合书法艺
术。书法艺术的意味要从它特定的形式去寻
找，或者说书法特定的“形式”确定了特定的“意
味”。无论书法作品在阅读中引起怎样的情感，
都是文词与书法综合欣赏获得的感受。然而书
法艺术的形式美仍然独立存在。

人们常常有一个误解，把书写的“素材”当成
了书法作品的内容。比如书法家书写一首诗、一
篇散文，那诗、散文便当作书法作品的“内容”
了。其实那诗、散文并非直接对应于书法的“形
式”，只是书写时采用的“素材”。举个简单的例
子，如果“喜怒哀乐”四个字分别以同样的字体由
一位书写者写出，分别悬挂，给人的心理反映肯
定不同。读者会随着四个字的含义引发喜怒哀
乐的情感，这是出于文字内含的意蕴，至于书法，
则是点画形体的形式因素，属于另一层面。书法
创作发挥“喜怒哀乐”四个字的形式美，不会随字
的含义变化性情。当然书法有性情，那是书法自

身的性情，不随字的内容变化而变化。

三、原创以及共性个性

康守永：您在教学中提出了“弘扬原创，尊
重个性，书内书外，艺道并进”十六字方针，在书
法界引起共鸣，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可否就
原创以及共性个性问题展开谈谈？

沈鹏：我在书法高研班提出的十六字教学
方针，四句话相互联系，合为一体。有人问：每
个字都是一种规范，怎能有原创性？原创性不
脱离规范，但是特定的规范中有许多个性化的
成分，决无完全类同。举例：查《草字编》“耳”

“自”都是笔画很少的字，分别有121个、132个例
字。笔画较多的“聲”有129个，“龍”有114个，每
个例字一种写法。没有入《草字编》的还有多少
就不用说了。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艺术有了个性才有生命力，但是脱离了共
性的个性，也会是苍白无依的，所以要广收博
取，从共性中寻找个性，个性中体现共性。“古不
乖时，今不同弊”指明了时代共性与个性的统
一，书法家个体与群体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辩
证关系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但是个性化不是矫揉造作，个性化要求情
感的高度升华。原创性的可贵就在于个性的纯
真，起源于无意识。个性与原创具有本质上的
一致性。

康守永：个性源于无意识，就是说个性是一
个顺其自然的过程？

沈鹏：对！一般来说，初学者应多注重共
性，但也要开始注意到个性的倾向，以后逐渐加
强个性的强度。“临帖”，教师不要简单地把临得

“不像”的地方一概否定。

康守永：就是说个性也可以培养？但观察
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其过程恰恰不是培养个
性，更多的是在锤炼共性。

沈鹏：刻板的、划一的教育方式不能启发学
习者的灵性，其结果往往是过分强调对程式法
则的遵守，使艺术实践最终沦为简单的书写技

能。要总结明清时期“馆阁体”书风的经验教
训。善学者不受固定模式的拘束。磨炼技巧，
把握规律这是获取创作能力的基础，至于在艺
术上能达到何种水准，还要看作者在多大程度
上通过技巧表达自己独到的体验感受，是否具
有成熟的、不同于他人的艺术语言。书法是独
立存在的纯艺术形式，而衡量艺术创作的一个
重要标准，便是个性与灵性的有无与多少。“二
王”在历史上形成很大的流派，说它大，因为时
间长，其中包括了许多的支流，每个支流都撷取

“二王”的某种长处，再融合其他，形成自家面
貌，在共性中发扬个性，在个性中体现共性。

四、雅与俗

康守永：关于雅与俗的问题——艺术创作
中有一个词叫“雅俗共赏”，从艺术传播的角度
看，这是一个比较有包容性的境界。拆开讲，就
是说通俗与高雅都能兼顾。您怎么看？

沈鹏：雅俗共赏的要求似乎普遍能被接受。
雅与俗，相对而言。诗三百篇，大多来自民间，今
天能懂得的，便入雅。秦代刑徒砖上的文字，在
当时至俗，今天的书写者汲取其拙朴，可能得了
雅趣。晋代王氏一门书札，属雅，其实在那个门
第范围内，也是世俗之事。《淳化阁帖》属雅，待到
帖学普及，便成为雅俗共赏了；待帖学进入末流，
有伤于俗。雅俗共赏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所
谓俗，大体指艺术接受者的普及面，艺术欣赏口
味的通俗性品格，俗无伤于雅。至于低俗、庸俗，
则是另一境界。低俗、庸俗与通俗之间，有时只
有毫厘之隔，但不属于同一层次。《红楼梦》里的
焦大地位低，但未必俗；而出身大家族的薛蟠倒
真是大俗人。再说雅，也不是凡“雅”都好，有假
装风雅，附庸风雅，还有连作者自己都说不出所
以然的“雅”，恐怕都进不了雅的范围，但也不是
一个“俗”字所能包括得了。

宏观来看，书法处在转型期，当前有大批爱
好者已非易事。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高
雅与通俗的冲撞中，大众的欣赏水准、爱好口味
会有许多差别。要敬重传统，多元开拓，传统本
身也是多元化的。 （文/康守永）

沈鹏专访：书法本体的几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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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
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
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中国书法艺
术历史悠久，承担着记言录
史、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使命，是中华民族世
代守护传承的文化瑰宝。

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与中国书法家协会共同
策划的大型文化节目《中国
书法大会》，将承续传统书法
艺术与展现新时代精神气象
结合起来，使书法艺术焕发
时代光彩，受到观众喜爱。
节目的热播说明大众对书法
艺术的关注持续升温，这也
对传承和发展书法艺术提出
更高要求。如何进一步推动
传统书法融入现代生活、引
领时代审美风尚？

深入挖掘经典内涵，可以
更好发挥书法美育价值。千
百年来，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
书法，书写着灿烂辉煌的中华
文化，涌现了大批文质兼美的
精品力作。研究好、展示好、
传播好这些经典作品，是提升
大众审美素养、丰富人民精神
世界的重要手段。《中国书法
大会》第一季聚焦中国书法史
上极具代表性的18件（组）作
品，用时间跨度长达3000年的
书法作品串联起源远流长的
历史文脉，展示书法之道，传

播汉字之美。节目既发挥了文字历史教育功能，
也担负起书法审美普及的重任。每期特邀的两
位书法嘉宾、一位文化嘉宾，从知识和审美普及
两方面展开讲解，力求深入浅出、启智增慧，使观
众更易理解和体悟书法之美。

近些年，中国书法家协会还和各地合作，围
绕博物馆藏、经典典籍、书法遗存，举办了许多
精彩纷呈的专题展览和艺术考察活动，使展厅
成为书法美育的“第二课堂”，让古代书法成为
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桥梁。比
如，去年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尚意千载——

宋代书法主题展”上，传世法帖齐聚一堂，为观
众奉上一场文化盛宴；今年举办的“简牍的世
界：湖北先秦与秦汉简牍考察”活动，以创新思
维阐释文化传统，为推进新时代书法主题性创
作提供有益借鉴。借助电视、网络、展厅等平
台，寻找书法与大众之间新的情感连接点、心灵
交汇点，已成为书法文化传播新的着力点。从
凝练厚重的纪录片、丰富多彩的展览到新颖活
泼的电视节目，经典书法作品的风采在展柜里、
荧屏间闪耀，并通过通俗易懂的解读，唤起大众
对书法艺术的向往与追寻。

在传承中创新转化，让书法深度融入现代生
活。中国书法人文底蕴深厚，一字一词见文化，
一点一画现法度。尽管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键
盘输入正在代替笔墨书写，但书法依然通过其他
形式传递着文化艺术之美。譬如，由中国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指
导，中国书法家协会、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
司参与建设的“中华精品字库工程”，将中国历代
书法名家的代表作品开发成计算机字库，实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应用。字库中的字体设
计强调在保留书法家艺术风格的基础上体现其
神韵。像“王羲之行书”字体库设计，以《圣教序》
为主要蓝本，并收集所有王羲之存世碑帖中的各
种行书字形作参照，使字体设计充分体现王羲之
行笔的潇洒飘逸、遒美清秀。经过匠心设计的字
体，不仅维护了汉字书写的规范性，更有利于引
导大众审美，进一步增进历史文化认同。为规范
汉字书写，《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字幕便使用了

“中华精品字库工程”中的书法字体，并力求精准
使用、独具匠心，在保证字幕基本识读功能的同
时，推动文字书写审美“飞入寻常百姓家”。如
今，伴随人们对书法艺术的关注度日益提升，传

统书法元素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例如，一些博
物馆、美术馆依托馆藏碑帖精品，推出抱枕、文件
夹、帆布袋等文创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随
时能够感受书法之美。还有一些年轻设计师从
书法艺术中汲取养分，结合时代审美风尚，创新
设计出当代年轻人喜爱的饰品、摆件等。传统与
潮流的融汇，不仅让书法艺术绽放新光彩，也彰
显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综合运用多元手段，让书法之美深入人心。
笔墨当随时代，书法艺术的传播同样需要与时俱
进。利用先进科技手段赋能书法艺术传播，既可
使书法作品兼具专业性与趣味性，又能更加生动
直接地展示中华美学精神。今年“五一”国际劳
动节，新华社与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制作的融媒
体产品《古诗今画 “云”赏新时代劳动之美》，通
过H5形式构建“云展厅”，展出劳动题材书法作品
和摄影图片，礼赞新时代劳动者。跨界融合是书
法艺术实现更广泛传播与普及的有效手段。《中
国书法大会》尤其注重综合运用音乐、舞蹈、戏剧
等艺术形式和科技手段，生动再现存于甲骨、青
铜、碑帖、简牍等文物上的书法文字，使这些或古
朴稚拙，或刚健厚重，或雅逸洒脱的汉字，瞬间

“活”了起来。书法的旺盛生命力源于传统、源于
时代，也源于人民。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
书法文化，充分调动大众参与热情，才能为书法
艺术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
多元手段创新展示书法之美，让书法所蕴含的
中国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书法工作者大有
可为。

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本文转载自《人民日报》2023年7月23
日8版美术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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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彬是明代晚期的著名宫廷画家，福建
莆田人，主要活动于明万历至崇祯年间。吴
彬绘画成就极高，他的同乡谢肇淛在万历四
十四年（1616）所著《五杂俎》中评述他说：

“近日名家如云间董玄宰（其昌），金陵吴文
中（彬），其得意之笔，前无古人。董好摹唐
宋名笔，其用意处在位置、设色，自谓得昔人
三昧；吴运思造奇，下笔玄妙，旁及人物、佛
像，远即不敢望道子，近亦足力敌松雪，传之
后代，价当重连城矣。吴名彬，莆人，寓金
陵。”谢肇淛认为董其昌和吴彬的绘画皆精
绝之极，可说是前无古人，而吴彬绘画构思
奇特，用笔玄妙，价值连城。

在吴彬的人物、山水、花鸟画作中，其
山水作品和人物佛像画创作所占比例较
大，也是他以“奇”为特质的画风最为突出
的两个类别。吴彬早期创作的山水画，多
以“元四家”绘画风格为主，有明确纪年可
考的早期绘画可见现存于克利夫兰艺术博
物馆、创作于公元1600年的《迎春图》卷，南
京博物院藏其于1601年创作的《丛嶂层峦
图》等。吴彬的突破性还在于，他不仅能将
宋人“巨幛式”山水形式的巨大发挥到极
致，所谓“大中见大”，如为米万钟绘制的

《十面灵璧图卷》，更将这种“超写实”的绘
画风格做到了“小中见大”，在形式上也完
成了一种超越。

米万钟在万历戊申年（1608）出任南京
六合县令时得到一块万里挑一的全美灵璧
石。灵璧石为天下赏石第一，因此米万钟对
其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言：“（他石）莫不辟
易退舍，其峥嵘嶻，直将凌轹三山，吐吞十
岳。令人乍阅之神惧，谛视之魂销，久习之
毛伐而髓欲洗。若惊，若喜，若怵，若昵，若
梦，若迷，又疑若醉。而忽醒寐而忽觉不自
知身世之何在也者。何奇之至此乎？”米万
钟对此件灵璧石的各种赏鉴、品察感觉抒发

得淋漓尽致，以“奇”字为总概。吴彬亦为爱
石之人，“果文仲氏有虎头技知名海内，闻而
来观。大诧谓生平异观”。于是，“卧游其下
者旬月。昕夕探讨，神识俱融其中。而后取
古纸貌之。初得前后正面，未尽也，继写左
右对侧，未尽也，复圆转斜摹前后左右侧，暨
前底、后底，凡十态而技穷焉”。

上述为吴彬为此灵璧石写形传神之经
过：吴彬先绘此块举世无双的灵璧石前后
面，未能详尽其“神奇”，续写左右面，仍不能
详尽，再写前左、后右、前右、后左、前石底、
后石底，共计十面，乃满意，故曰“十面灵璧
图”。以“灵璧石”写实画法作十图，如经营
千岩万壑、高峰巨川。

米万钟在吴彬绘制灵璧石的每一面都
有详细的题跋，可称之为“解说词”，当然每
一解说词既可以视为对灵璧石的解说，也可
看作对图画的解释。而各峰各有特色，整体
如陈继儒于后跋中所言：“仅米相石四法，曰
秀，曰皱，曰瘦，曰透。今米仲诏先生所藏灵
壁，更有出四法外者”，更加点明了此灵璧石
的天下独步之处。 （文/范长江）

十面如一奇幻绝伦 灵璧不朽宇宙大观

[明]吴彬 十面灵璧图卷（局部 前正面）
2020年北京保利拍卖 成交价RMB5.129亿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书法家协会共同策划
的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书法大会》宣传海报 “中华精品字库工程”之“米芾行书”应用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