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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明善简介
钟明善，男，陕西省咸阳人，1939年生。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
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陕西省文联顾问、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

席、西安市书法家协会顾问、西安书学院院长、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会长、
陕西省诗词学会顾问、西安终南印社顾问、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馆长、西安交
通大学文化艺术系名誉主任。

著有《中国书法史》、《篆刻选》、《意象艺术散论》、《钟明善书学论集》、
《国画习作选》、《艺林絮语》、《长安书法胜迹》、《书法欣赏》、《行书技法》、《长
卷三种》、《自书韵语楹联》、《钟明善书法篆刻》、《书法基础》、《于右任书法艺
术管窥》、《汉字书法初步》、《谈艺录》、《墨舞》（中央电视台拍摄艺术片）续集
解说词、《于右任的书法艺术》等。

主编了《中国传统文化精义》、《行书临范》、《金文三种》、《于右任书法艺
术》、《名碑帖学习与欣赏》、《于右任书法全集》、《中国历代名碑帖临写与鉴
赏》等。

1987年获教育部“全国教师书法、美术、摄影展览”书法一等奖；2000年
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高校艺术教育先进个人；2001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
家称号，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书法基础与欣赏》2002年10月获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2003年被授予西安交
大“教学名师”称号；西安交大“师表奖”、“教学成果一等奖”；2006年2月中
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专题报导；2009年4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中国书法家名人大辞典》、《中华当代艺术家》、《中日当代著名书法家集
萃》、《中国当代艺术家大观》、《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成》等中外辞书有传。

钟明善书法作品被故宫博物院、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处收藏。

曾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德国、新加坡、奥地利、荷兰、韩国、肯尼
亚、南非等国，举办书画展、讲学、进行文化交流。

在当代中国书法界，对钟明善书法艺术
的认识与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去蔽、到心、
到神会、再到经典化的过程。置于一个急近
功利、求新求变的时代语境而言，这过程对
钟明善来说不免有些漫长。但正因如此，方
显出其“久经考验”的价值所在，并使经典
化的存在，有了一个十分坚实的基础。和足
以跨越时代之局限，而深入时间、深入历史
深处的价值认同，而非“时势造英雄”式的
昙花一现。

由书法理论家到书法教育家再到书法
家，拥有多重身份迭加的钟明善，其书法创
作的成就，曾长时期被遮蔽或误读。尤其在
早期阶段，常常或视为学者书法，或归为文
人书风，或看做其为理论与教育的副产品，
疏于将其作为独立的艺术探求和艺术创作来
看待和研究。加之钟氏书法根植传统，取法
众长而守常求变，打通古今，人书一体，质
有余而不受饰，非造势跟风、耽于炫技者可
比，一时成不了热点话题，便只能“慢热”，
也是这浮躁时代的必然。

无可讳言，受时代语境所驱迫，当代中
国书法在成为显学的同时，也渐次陷入了一
个人书分离、道艺分离的怪圈。所谓书法艺
术或专业性的书法创作，越来越多地呈现为
一种脱离主体心性和修为，只在技艺和观念
层面求新求变，以“吸引眼球”、标出自我而
领风骚于一时的“运动态势”，虽也由此拓展
了当代书法艺术的表现域度，增强了对时代
精神的表现力，但也不免有偏离中国书法之
美学传统和本质属性之嫌。

再说，中国书法原本就是一种人书合
一、道艺一体之文化精神的综合，着重于对
诗性、神性之生命内空间的冥思与聆听，而
后缘笔墨线条藉以认识自我、接近天地奥义
之美；于欣赏者，也主要作用于其心灵、心
性、心气，而不是如西方现代艺术那样主要
作用于视觉与观念。是以“质感重于造型”，
遂成为古今书法第一义的审美价值取向。

而“质感”何来？
在技艺，在才情，更在人品、思想和学

问。
由理论而实践，由学人而书家，在钟明

善这里，是先打好了人文境界的深厚底蕴，
再借书法这一艺术形式，自然生发为现代学
人之精神性的创造活动，也自然带有中国文
化和中国艺术之精神的深度基因——隐修与
独善；所谓内无挂碍，外无所求，只是与自
身学问的发展、生命的行程相应之事，而无
缚无解，自在通透，无心而臻于至道。从而
方能上溯源头，再造根性，在对传统书法之

精义深度理解的基础上，再经由落于日常、
归于修行式的笃诚实践之综合、发展、变异
的过程，跨越传统程序，融会古今书理，渗
化个在才情，默然而沛，厚积薄发，成为极
具中国文化风神情趣而又饱含主体精神和艺
术个性的现代书写。

无论古今，所有真的艺术、好的艺术，
皆生于修行而非造作和经营。而一切真正位
列经典的书法艺术作品，也无不是与创作主
体之诗性、神性之生命意识和问道于学问及
修行之中而得的。中国书法史上的三大行
书，皆为当下应和无心之作，却件件是绝
响。亦即真正好看的书品、耐看的书品，不
仅仅在于其形体线条之美，而是形体线条之
外的天心人意。由此，仅从发生学的角度来
看，钟明善的书法历程，确然一直遵循着人
书合一、道艺一体的路数发展而来，也因此
才奠定了其书法艺术之经典性的质素和品
格。这也是欣赏与理解钟明善书法的意义和
价值时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换一个角度，再从接受美学方面来看，
或许更能认清钟明善书法艺术的经典意义之
所在。

钟明善的书法作品，好看且耐看，已成
公论。仅以欣赏而言，居庙堂而显高华，端
肃中见生动，混凝中见散逸；处民间而生亲
和，潇洒中得神采，冲淡中得精神。气象严
整，内涵丰厚，不饰不矫，平宁修远，既感
目会心，又涵养精气神——概而言之，有清
气亦有贵气，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这里
的“中庸”，按笔者的理解，关键在于暗合了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或基本元素，亦即
合乎在这样的文化传承与熏陶下，所生成的
中国人本源性的审美感受和由此所需求的

“天心人意”。
总结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或基

本元素，笔者曾用“静”“净”“敬”三个字
概括之，并认为这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本
根，我将这一提法简单归纳为：

“静”者──虚静为本，安妥心斋；
“净”者──简约为本，净化心灵；
“敬”者──虔敬为本，提升心境。
进而认为：这一本根在中国古典艺术中

曾得以充分体现——仅从接受美学角度而
言，中国人喜好中国书画及其他传统艺术的
根本心理取向，正在于倾心这一文化根性的
艺术性演绎或诠释。同时，在急剧现代化而
浮躁与焦虑的当下文化语境下，这一源自中
国人本源性审美感受的倾向，正化为一种

“文化乡愁”式的吁求，为各种传统艺术的发
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回头再以这“静”、“净”、“敬”三点品
读钟明善书法，并作为指认与评价其核心审
美价值的“关键词”，显然恰得其妙而豁然开
朗。

具体而言，体现在钟明善书法作品中，
“静”者，指其气息安稳如渊渟岳峙而沉静蕴

藉；万千气象之下，有严正之道气、清旷之
心境浸漫弥散。注目既久，则心旷神怡，纳
静气，散情怀，天高地阔，云卷云舒，得大
自在；“净”者，指其笔情墨意端正清华，不
着迂怪；简约，自由，合心性。其用笔在有
节制的运动中体现一种浑然的力度，其着
墨，则素净为本而又饱含情韵。沉浸其中，
逸气袭人，消妄障，清郁结，得素宁，发远
志，而净化灵台。

诚然，若仅以“静”“净”两点看待古今
优秀书法作品，大多都可当得，这也是以

“隐修与独善”为书道要旨的传统书法路数所
必然归属的审美取向。关键是第三点：一个

“敬”字，不知将多少书家及其他艺术家，挡
在了“经典之门”的外边，这也是处于浅
近、低俗、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
时代，我们对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所期待的价
值标准。而这，也正是钟明善书法艺术高标
独树之根本所在。

品味钟氏书法，扑面而来的，首先是儒
雅娴静之气，有足够的笔墨趣味和文化内涵
可赏读。读进去了，方解得此儒雅娴静中，

更有兴发浩然之气的敬意存于深处，而得以
扩展胸襟，提升心境。显然，这与创作主体
的精神“内存”之高远之丰赡是分不开的。
只有那些尚葆有一脉诗性、神性生命意识，
和心存虔敬笃诚之艺术理想的艺术家，方能
抵达如此之境界。

总结上述，归于一点：欣赏和研读钟明
善书法艺术，或可用”静”“净”“敬”三个
关键词作引领，以得其要义，领其精髓。

而此三字精义，在钟明善书法艺术中，
可谓备于一体而尽可细细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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