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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书坛的风云人物——中国文联副主
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以数十
年的书法篆刻创作经历和极具先锋性的学术
思考改变着我们的惯性认知——书法不只是
通常所认为的伸纸执笔、操觚染翰的艺术技
能，它的背后有着更深厚的文化养成和高远
的人文思想境界。

四十年来，陈振濂紧扣书法篆刻领域的
时代脉搏，不断进行具有前瞻性的思想探索
和实践尝试，以期别开生面。这些引领时风

的思想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以他四十多年不
曾停歇的学术积淀作为支撑的。1979年，陈
振濂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
成为中国首届书法研究生，师从书坛泰斗陆
维钊、沙孟海先生。当时大家更热衷创作实
践，书法家里重视学术的不多，而陈振濂则因
为名师指点打开了治学、创作的格局。从20
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一口气在《光明日
报》等多家报纸上开辟了7个不同专题的专
栏，向社会普及书法和知识谱系。翻阅杂志
书报，他的名字铺天盖地，这个现象被称为

“陈振濂旋风”。
与其说年轻的陈振濂对理论本身更感兴

趣，不如说他的兴趣在于思想的拓展，希望能
站在书法界的前沿，提出属于自己的新的概
念，通过文章和书法创作呈现更高的思想。
他带来的“旋风”以其先锋性和引领性对现有
的、陈旧的或者停滞的、平庸的事物进行冲
击。“但你问我‘旋风’会不会转瞬即逝？会不
会像炮仗一样放完就没了？那个时候我才20
多岁，那我说这就看我的本事了。”陈振濂后
来在采访中回忆说。

事实证明，当年的“旋风”没有转瞬即
逝。从1981年浙江美术学院硕士毕业论文

《尚意书风郄视》开始，陈振濂笔耕不辍，不断
挑战当时的惯性思维，进行书法、篆刻、绘画、
诗词多方向、跨专业、横向纵向的研究，结出
累累硕果。于2021年完成出版的《陈振濂学
术著作集》包含著作共20种，揭示了四十年来
他在书法艺术与思想上的探索之路。陈振濂
认为旧有的认知就像一个茧，比如其中的《西
泠印社史研究导论》，就是冲击旧有认知的

“破茧而出”的成果。
冲破思想的“茧”，注定是不轻松的。陈

振濂回忆起2012年举办的一个名叫“社会责
任”的超大型群展。当时展出的作品有记录
百姓柴米油盐这类民生小事的，有呈现社会
热点事件的，比如农民工网上购票难、柯达胶
卷倒闭等。这样的展览一度遭到质疑：强调

“社会责任”主题，会不会降低艺术的纯度？
艺术家做这样的主题，是不是“赶时髦”？“社
会责任”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陈振濂自己
在当时也很犹豫。最后，学术上的自信坚定
了陈振濂前行的方向，“社会责任”群展获得

成功。这进一步鼓励了他进行新的艺术
尝试。

从2012年到2021年，陈振濂坚持用书法
记录每天遇到的人、事、物。这三千多件随岁
月同步记事的小品最后构成一个横跨10年的
超大型记史项目，名字就叫《书法史记》。这
也是陈振濂倡导的“阅读书法”理念的体现。
以往，书法作品的内容多是古诗文誊抄，技法
是书家自己的，思想却是古人的。陈振濂认
为书家不能仅仅闭门造车，而一定是要根据
现实，同时也要补充中国古代的文史知识，把
书写从文人书斋雅玩投向撰文记史，避免书
法陷入思想“空壳化”。

而在篆刻领域，针对传统印学狭小的学
科体格，陈振濂倡导“大印学”理念，以创新
思维为印学植入世界眼光、扩大艺术视野，
让这一小众艺术门类能与时代同频共振。

“大印学”的概念以两条思路为核心，其中一
条是“学科交叉”，另一条是“文明交融”：“文
明交融”是针对世界印章史；“学科交叉”是
针对原来印学所不包含的那些内容，青铜
器、石刻、画像砖，甚至甲骨文、竹木简、敦煌
文书，都可以与印学联系在一起。陈振濂去
年6月份公布的“世界图纹与印记：一带一路
创作印谱”篆刻艺术创新项目，站在世界印
章史的视野上，尝试用传统印学、金石学艺
术语言表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
文字和代表性图案。传统篆刻多以汉字呈
现，而这个项目中的作品把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的外文名称、代表性图案等作为
创作元素，纳入方寸印面，同时又不失篆刻
艺术苍茫古朴的金石味。这正是“大印学”
理念的一个体现。

如今，陈振濂的工作依然忙碌，高等教
育、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一样不落。他说，自
己的思想就像一台“永动机”，潜意识里依然
不满足于现状，希望能够不断地创新、不断地
面向未来，仍然怀有对于未知世界的创新的
兴趣。陈振濂也常说，书法家同时也应该是
思想家、艺术家和哲学家。他引述了北宋大
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他不断攀登
书学高峰、引领风气的动力之源，也是中国文
人永恒的精神追求。

（本文由宗九如根据中央电视台《文化十
分·十分大家》报道中的访谈整理）

陈振濂：书法家是艺术家，更应是思想者

孟宪章（字君郁，室名妙鉴斋）是建国以
来收藏金石碑帖的大家，启功先生曾评其“收
藏石墨既富且精”。今年3月份他收藏的珍品
集体亮相于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专场，在艺
术品收藏界、书法界颇为轰动。

藏品中，民国大收藏家吴乃琛藏的北宋
拓《集王圣教序》格外引人注目。《集王圣教
序》因完好地再现了王羲之书风的艺术特征，
被后世书家奉为“天下法书名碑第一”。此碑
传世最早拓本即为北宋拓，已知存世不超过
二十本，且绝大多数归于国内外公藏。

吴乃琛所藏北宋拓经明、清内府庋藏，保
留了明初内府“漏镶装”的面貌，即藏界所谓
之“库装本”，皮纸宽芯裱，开本极阔大，乃古
代碑帖装池之上品。又拓工极精湛，字口如
出新硎，毫发毕现，为书法临池之上上品。民
国吴乃琛曾藏有《集王圣教》北宋拓五本，南
宋拓四本，而推此本为第一，另一部有董其昌
跋的北宋拓库装本（即今著名的陕博本）也只
能屈居第二。

吴氏仿赵孟頫十三跋《兰亭序》形式，撰
写了十三段题跋，计两千余字，附装于此册
后。跋中云：“九本中以此为魁，风神朗畅，气
韵沉雄，有烟霏雾结之姿，兼凤翥鸾翔之势。
每一展对，辄令我尘襟尽涤，逸兴横生。神物
之移人，有如此者。”此拓流传千载，幸存霄壤
间，诚可谓稀世鸿宝！ （文/李泽明）

移人神物 书家鸿宝
——北宋拓吴乃琛十三跋本《集王圣教序》

北宋拓《集王圣教序》（吴乃琛旧藏）

陈振濂 面山背水一萧斋（白）

陈振濂 达其情性（朱）陈振濂 行书蒲公英那曲行 纸本 2020年

陈振濂 所顾何事 纸本设色陈振濂 行书金石题跋 纸本 2009年

陈 振 濂 ，中
国文联副主席，
浙江省文联副主
席，西泠印社副
社长兼秘书长，
教育部高等学校
美术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美术
学院书法系博士
研究生导师，浙

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导
师。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学术
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兼书法篆刻专业委员会主任。

党持纲 遥望白云怀古意

李恩成 月夕花朝 李晓松 万事到秋来

桂行创 宝泉写生 任清 明月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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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由《中国书画》编辑室供稿

序
素月分辉，丹青朗抱。怡人清景，最是中秋。去岁同道好友月下觞咏，畅叙幽怀，以曲

艺佐兴，仰瞻一轮玉盘，环视四壁书画，信可乐也。今夕何夕，皓月正圆，秋风爽处，吟兴浓
时。四美已具，二难兼得。功显翰墨，技竞王吴。素月安可负？佳士久已期。善乎盛会，
快哉雅集！

癸卯中秋佳节 怡斋刘光

素月映丹青——中国画名家小品精作邀请展
编者按：9月26日下午，由《中国书画》杂

志社策划，《证券日报》社、《农村金融时报》社
支持的“素月映丹青”当代名家中国画小品精
作展暨“癸卯雅集”活动在北京一得阁美术馆
举办。在京上市公司高管、参展书画家百余
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该雅集是《中国书画》杂志每年“双节”前
的品牌活动。在祝福祖国华诞，烘托传统节
日喜庆氛围的同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
文化自信，并以此为契机感谢书画家及读者
朋友们一直以来对《中国书画》的关心和厚
爱。本次展览共邀请了103位在中国画创作

和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坚力量和优
秀代表。

雅集活动中，还举办了证券日报组织的
“智英荟”上市公司高管文化体验活动，与会
嘉宾体验学习了中国石刻篆拓技艺，并现场
观看曲艺专场表演。本次活动是《证券日

报》社、《农村金融时报》社、《中国书画》杂志
社三家单位融合发展后进行资源整合、提质
增效的成果体现。当天，《素月映丹青·癸卯
雅集——中国画名家小品精作邀请展作品
集》也与大家见面，本版特将展览序言及部分
作品展示，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