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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记：

陈海良，当代著名中青年书法家，一身的才气、清气、逸气、正气、书卷

气，又不乏豪气和狂逸之气，甚至谦恭之下还有些霸气。他性格倔强，个性鲜

明，充满自信，特立独行。书如其人，在他身上体现的是那么的鲜明。

他凭着先天的艺术秉赋和聪敏善悟，怀着一种对书法艺术的敬畏之心，历30

余年的深入学习、探索、研究、刻苦磨练和执着专业的精神，以及专业的学院化

锤炼，使他具有了深厚的书法理论、文化底蕴和书法功力。他有着扎实的法度严

谨的楷书功底，行、草气息之淳雅直追晋唐。其大草、狂草尤得窍要，以明清大

行草为框架，融会贯通古时书法大家所长，创化成个人独到见解，演化出自己的

取法与变法之道，以精准的笔法、淋漓的水墨、恢宏的气势、鲜明的个性，给人

以强大的震撼，显示出自己的风格面目。

在当代书法对于传统的挖掘、继承、弘扬、发展等方面，陈海良不泥古，

也不追潮流，不媚世俗，从他的身上我们会慨叹、欣慰于“江山代有才人

出”。在理念、思想、技法、审美上，他与众多追随者共同掀起了一股“旋

风”，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书法艺术上的新曙光，开启了格调高雅、符合艺术发

展规律与时代真正需求的书法新风尚，这些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书法艺术的

明天会更美好。

陈海良，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化部中

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创作部主任,中国书协草书委

员会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师从尉天池、马士达、周玉

峰、陈仲明、陈振亚等先生。曾在江苏省美术馆、上海美

术馆等地举办9次个人书法展。专著有《乱世奇才——杨

维桢》、《经典碑帖导学教程?草?孙过庭〈书谱〉》、《名家
解密书法经典—陈海良解密〈十七帖〉》、《陈海良书法作

品选》、《八届精英谱—陈海良》、《陈海良作品集》、《当代

书法名家丛书—陈海良卷》等出版。

作品获奖情况（均为中国书协主办）：

行书获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奖”（1999）

小草获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奖”（2004）

楷书获全国第三届正书展“全国奖”（2002）

楷书获全国第四届正书展“全国奖”（2005）

大草获全国第二届行草书大展“一等奖”（2003）

行草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创作提名奖”（2002）

大草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创作艺术一等

奖”（2006）

大草获全国首届小榄书法大展“一等奖”（2004）

大草获首届翁同龢书法奖“提名奖”（2009年）

2006年9月，陈海良来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读尉
天池先生的书法博士，那时，我认识了他，一种谦恭
豪迈，练达而聪慧的青年学者的形象让人记忆犹新。
而真正了解他的书法艺术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行
草十家”展览上，他的书法以大草、狂草见长，纵横
跌宕，激情澎湃，以淋漓的水墨、精准的笔法、恢宏
的气势、强大的震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海良出生于江南历史名城常州的一个书香之
家，自幼受家庭熏陶，喜欢书法。1988年考入南京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首届书法本科班，有幸师从著名书家
尉天池、马士达、周玉峰等教授，非凡的艺术秉赋，
加上名师的点拨、严格的学院化锤炼，造就了他过硬
的基本功。他的楷书宗法魏晋，其中楷巧妙的把野逸
的墓志以“雅化”，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也形成
了自己的个性化特色；而扎实的楷书功底成就了他在
行草书领域的开拓和自由挥写，他的行、草直追晋
唐，气息醇厚，尤其是他的大草、狂草有着颠素的狂
狷，在他的个性中流淌着吴门书家的狂逸气质，与徐
渭、王铎、傅山等晚明的浪漫主义书风有着天然的亲
合，在他的狂草中表现出了情性、气势、技术的高度
整合，而这也是一位草书家所必须具备的卓越才能；
他的小行草既有魏晋书风的韵致和流便，同时也有着
杨维桢的出奇与狂态，清蔚雅逸、潇洒真率，峻拔而
又高迈，与其大草、狂草相得益彰。所以，他的书法
兼具才气、狂狷气、文气于一身，大草、狂草如黄河、长
江般的势如喷涌，浩浩荡荡，小草如小桥流水，清澈境
幽，楷书则法度严谨而新意迭出，独立风标。

由于有着全面的专业素养，较强的实践能力，良
好的创新意识，以及他的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他的
书法在上世纪90年代便崭露头角，先后有楷、行、小
草、大草等数种书体八次获得由中国书协主办的“国
展”大奖，尤其是大草获得了中国书法的最高奖，即
“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艺术创作一等奖”，行

业里称他为“获奖专业户”。获奖不是目的，但却是
一种对年轻书家的激励，也正是这种激励使得陈海良
在书法的道路上心无旁骛，积极进取，不断拓宽创作
思路，不断丰富对文、史、哲的涵养，从而也促使他
的创作充满后劲。潘天寿先生讲，中国的书画家不一定
要求诗、书、画“三绝”，但要求诗、书、画、印“四全”，全
面的艺术修养才是艺术家不断常青的保证。

为此，陈海良对各种艺术门类多有涉猎。他书法
中的清气、逸气，以及丰富的用笔就是来自于长年来
对山水画的创作和研究，画中几乎都有自作诗文的题
跋，诗、书、画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结合。因此，书画
同源，同笔同墨，山水画对其书法的创作影响意义深
远。

陈海良在实践方面的不断进取
还与其注重理论方面的修行是分不
开的，而正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
合，使得他的书法创作一直处于精
进的状态。

所以，我们从陈海良的身上可
以看到他对传统的敬畏和理性深入
的研习与把握，也看到了他将书法
的传统与其现代个性的较好融合，
而也正是这一点我们看到了年轻一
代的希望。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
期待海良！

在那个“出身”有问题便矮人一截的年代，我养
成了深入观察的习惯，待人矜持，处变不惊，不期后
来用之于习字，受益匪浅。还记得少年时的我把田埂
稻草一根根系在一起，很长，很长，围着自家宅院，
不知绕了多少圈。无须言语，这是我的领地，一个不
许他人惊扰的空间。我能够积年如是，潜心书艺，安
之若素，仿佛外面的世界并不存在。

幼小于“唐初四杰”有惊人的模仿，曾受坊间赞
誉，而我以为自己更拿手的，是把颜字的偏旁、欧字
的部首、柳字的点画任意组合，打乱拼装做自己的实
验。外表斯文的少年，笔落纸上，铁画银钩，初识剑
拔弩张之豪气，虽参与全国学生书法赛事而无所获，
我偏着了魔似的，愈挫愈奋。

中学，我的这一嗜好被父亲发现，担心歧路亡羊，
于是四处物色“先生”。在那个一肚子墨水也需深藏不
露的年代，这实在是奢侈的梦想。父亲严厉而执著，只
要在书店、庙堂、文化宫等场所，发现有好的“墨宝”，总
以自行车载我去观摩，时常看得忘形，不忍离去。至此，
我爱上了写字。

高考恢复，可以有大学上了，我如愿考入南京师范
大学首届书法本科专业（系中国首届书法本科专业）。
师从名家，如坐春风；味钟张馀烈，挹羲献前规；若渴骥
奔泉，修劲骨丰肌。且常以一己之好恶，牵引同窗之进
路。受压抑既久，自然心仪徐渭，青藤狂草成了我的草
书班底；生性固执，于美的诱惑难以抗拒，与“文妖”杨
维桢不谋而合，由此我钻入了帖学的世界……

毕业后蜗居院校教书，艺术是不受重视的科目，后
辞职“下海”体验自由，从办事处的小业务员以骄人业
绩，晋升为销售科长直至管理较大的企业。年少轻
狂，志得意满，闲来操笔弄翰，儒商两兼，顾盼自
雄。虽不涉足书界是非，但书事一刻未息，这是因为
心中对书法有真欢喜！人生至此，此乐何可少也？既
不事功，故能一扫时习，笔性自然骄纵。世事乖张而

好景不长，“危机”袭来则勇于担责，再度辞职，山
穷水尽亦未以书法糊口。自负擅长于“天书”狂草，
却常年投闲置散，以素心待之，不介意有无他人问
津。

1999年，首次以颇乖时调的“杨氏书风”投稿
“国展”，居然折桂。此后便一发难收，每以极度自我
的方式创作投稿，十二次国展竟有八次斩获大奖。古
人云，文章憎命达，书道岂相异？既无衣食忧，当从
真人游，生活的坎坷，为艺术在做准备；艺术的自我
苛求，才是人生的真财富。从此不再参赛，获奖不过
证明自己会写字，而艺术的道路没有止境！

2006年，负笈北上，游学京师。三年苦读，始知
学问之艰辛，找回了那个过去的我，梦圆在旧我的新
境中。

如今居闹市而无丝竹乱耳，惟几本好书相契，二
三良友相知。夜深人静与“二王”对决，向颠张狂素
吐问心曲。人生峻宕多艰，艺境转意迭出，以笔为
马，妙在心手，尚功力而涵蕴藉，又岂止沉着痛快？

诚然，性笔天纵，辅以筋骨，方可指与物化。故
毫刃兼修，温碑板而发新意，明辨刀毫之异同。静则
以守，守则以楷，深知静可知性，而楷以为根则可正
天下书也。故溢而为草，循规矩于方圆之法，悟空灵
寓黑白之理。我辈虽没了科考，至于楷书，弱冠以
来，一刻也未敢懈怠。

如此宅男生活，使我由外向渐趋问心，回到了原
点。持一念而前行，书写已成为坚守的游戏。人生无
常，潮起潮落，蓦然回首，此又何尝不是汉字的个性
化诉说，崇尚书写“巫化”的我，信知鬼神助此道耳。故
而，喜愕、悲幸、迫散、思慕，抑或利害、明暗、得失、祸福
……投笔吭声，势来纸尽，似飚风骤雨，如山河峥嵘
……虽难尽吾意，然决不随人作计，亦能随心而寓于书
境，曾自作诗云：“廿年苦读常忘食，兴来醉墨学藏真。
自家面目何曾见，笔底时时有鬼神！”

我和汉字
陈海良

读陈海良书法作品有感
张晓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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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古代名文 ▼书《论书》

▲书《同题仙游观》 ▼书《论书》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