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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落舞风雨 溢彩墨飘香
——访著名书法家黄家喜

康 平

用真情实感创作是每一
位书家的最高境界，也是

评判一个书家的禀赋、品位、才气、
功力和创新的重要准则。把真情实感
和精神境界相互渗透融为一体所创作
出的书法作品，便能产生隽永的韵味
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著名书法家黄家喜就是一位把真
情实感和精神境界融为一体创作书法
作品之人。他作书四十余载，春秋极
富，各体兼善、深精楷书、尤醉小
楷。让人一见便过目难忘、喜不胜
收。其作品给人一种美，一种赏心悦
目的美，一种触发视觉和心灵愉悦的
美。往往一篇数百字小楷作品，点画
精严，虚实相生，刚柔相济，形断意
连，运转自如，气韵通篇。容真情实
感和精神境界为一体，信笔俯仰随心
所欲。那涓滴可人的笔致，不激不厉
的意态，简远恬淡的气韵，整幅作品
透露出浓郁、鲜明的时代气息，其章
法、布局、用笔、结字都给人一种笔
今貌古的清新之美。

黄家喜，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十堰市书法
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十堰市绿洲书画
院院长，一位浸润着武当山水成长起
来的本土艺术家。喜欢黄家喜先生的
字已多年，但从未去走近他。马年岁
末，应绿洲书画院之邀，才得以和先
生见面并有过三次交流面谈。他的字
很美，符合我在书画评论中坚持的一
个观点，那就是书画的美。不管是书
法，还是绘画，一定要给人以气韵生
动、赏心悦目，让人目光碰撞到书画
作品的一瞬间，引发审美共鸣。

黄家喜，五十年代中期出生在湖
北竹山。自幼醉心书艺，对书法是三
更灯火，五更鸡鸣，手胝成茧，遍临
碑帖。他深得欧阳询、褚遂良内敛与
外拓的精髓，又苦心孤诣啜取魏晋
“二王”俊秀飘逸的神韵。他从唐楷
入手，临学柳公权、欧阳询、赵孟
頫、褚遂良和“二王”等名家碑帖，
博采众家之长，从而练就深厚书法功
底，打下坚实书法基础，在长达四十
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形成其温婉典雅、
纯正敦厚、清秀逸朗、飘逸脱俗的艺
术风格。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黄家喜书法
创作渐入佳境。他开阔胸襟、升华人
格、埋首书斋、潜心文墨，融入自
然。对执笔的种种技法烂熟于心，从
追求笔锋运转之间的流畅到书写间的
气魄与意蕴；从追求“术”上升到了
追逐“道”，以及对书道乃至人生的
感悟。这期间，他的作品先后入展
“全国第一、第二、第四届正书大

展”、“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全
国第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全国
首届扇面书法展”，“全国第一届中国
书协会员优秀作品展”等。在文化部
第八届、第十二届全国“群星奖”评
比中，连续荣获优秀作品奖。在湖北
省书协举办的历次书展中，多次获得
一等奖。在湖北省文化厅第七届“楚
天群星奖”和《湖北工人画廊》第九
届书法比赛中荣获金奖。创作出的小
楷《出师表》入展由中宣部设立、中
国文联和中国书协联合主办的中国书
法最高奖——全国首届书法兰亭奖。

艺术的创作需要艺术家敏锐的观
察能力，把自身的感受倾注在笔墨的
挥运之间，好的书法作品必然是融合
了艺术家浓厚的生活情感。

黄家喜的书法仍是中国传统书法
的创作模式，是通过自然书写来表现
形式之美，文词内容的表达与书法美
的追求融为一体的书法创作，谨持操
守远非一般书家可比。他对于书法艺
术，不同于如今一些书法家的为艺术
而艺术，更不是为物质利益而艺术，
他是把书法视为纯净的精神世界的寄
托和真挚感情的抒发。

真正的书法艺术应当是书法家心
灵的独白，中国书法艺术最独特之
处，就在于它是需要用千百年来所形
成的传统书法语言与时代的审美观念
契合，讲究品位和品格，更讲究境
界。这些都并不是独立的概念，而是
对传统书法语言的借鉴、消化和运
用，是对时代审美格调的体验、感受
和表现，书法家对这两方面的拥有和
驾驭，是创作成功的前提。

从全国到省市书法展，黄家喜的
书法作品频频获奖，他的书法雅俗共
赏，极具书卷气又有大众性。一时
间，很多人都以能得到他的作品而为
幸事，可谓是享誉荆楚，名闻书坛。

鲜花、荣誉、掌声纷至沓来，黄
家喜没有丝毫的张扬和狂妄之势，他
性淡如菊，归于本真。他把用书法挣
钱看得很淡，他参赛入展、却把获奖
看得很淡。他总是浅浅行、淡淡看，
颇有几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闲适与超脱。这是他的一种人
生境界，在如今喧嚣的时代中显得很
特别、很从容、很安静。他依然孤寂
静谧地坚守着他心中的神圣的艺术殿
堂。静卧默坐，从容以书，趋境于
古，造境于心，始终处于一种自然与
恬淡的状态之中。他朴拙于人，精明
于事，平和若愚，宽厚似佛，可谓大
智若愚，让人心生敬意与感佩。
“闻家犹奋进，道喜不糊涂”，这

是一位诗词界老前辈为黄家喜撰写的

一幅对联，黄家喜先
生视此联为座右铭。
虽说书法成就非凡，
他仍孜孜以求的潜心
研习，对书法情感近
乎痴迷、执着。不断
地吸收古典文学及现
代审美的知识养分，
从而加深对楷书由表
象到深层次了解的全
过程。在勤攻楷书的
同时，他也深爱着行
书和草书。认为两者
互补性很强，有了行
书的灵动，楷书才得
以鲜活；有了楷书的
端稳，行书方能不逾
矩。在长期对书法的
研习探究中，他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个
性。在他新创作的书
法作品中，可看到舒
缓、静穆、秀美、娴雅的境界，能充
分感受到那喷薄而出的热情、那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书道乃至人生
的感悟。他陶醉于笔墨挥洒之中，在
黑与白的艺术空间里不断地寻求自
我，创造自我。

心中藏天地，腹内蕴江山。艺术
是条苦旅，需要艺术家艰苦的艺术劳
作，其间酸甜苦辣与刻骨心痛全然于
心。艺术也是一种长久的修炼与沉
淀，他使艺术家高贵，也使艺术家谦
卑。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德行修养
才能滋养着艺术常青常新。黄家喜且
把书法视为纯净精神世界的寄托，真
挚感情的抒发，书法如其行、如其
思、如其人，他在为人生而书法。

人生如梦，岁月如梭。几十年过
去，黄家喜出版了《黄家喜书法作品
集》，他的书法作品作为市政府馈赠
给欧洲友好城市的礼品，并入展日
本、韩国的书法交流展。先后多次代
表湖北省参与内蒙、山西、上海、湖
南、广东等省的书法交流展。2011
年，黄家喜被评为十堰市建市四十周
年“文艺界十佳”。2012年，其十幅
作品又被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收藏。

笔落舞风雨，溢彩墨飘香。黄家
喜在书法这条道路上已走过了近 50
年，书法是他一生的思念与眷恋，把
一生的浓情和蜜意全部浸透在深厚、
灵动、幽深的笔墨中，一笔一画皆是
他生命的咏叹，他注定要在书法这条
广袤深邃、博大精深的长路上永远地
走下去。
（作者为作家、书法评论家、收

藏家、中国收藏家杂志编辑）

黄家喜，1954年生于竹山，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十堰市书法家协会常务

副主席、十堰市绿洲书画院院长。其作品曾入展全国

首届兰亭奖书展，全国第六届书法展，全国第七届中

青年书法展，全国首届扇面书法展，全国第一、第

二、第四届正书展，首届中国书协会员优秀作品展。

获文化部第八届、第十二届“群星奖”优秀奖。在湖

北省书协主办的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书法展览中

均获一等奖，第六届书展中被评为优秀作品；在湖北

省文化厅第七届 “楚天群星奖”书法展、省总工会

“工人画廊”书法展中均获金奖。

金台记：

《辞海》解释楷书有言“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可见楷书有模楷之意。

历史上许多行草书大家，其楷书造诣都相当深厚，晋代二王、元代赵孟頫、明代

文征明皆如此，初唐“草圣”张旭更为典型，史载评价说：“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

者。”

而今，受书法创作功利化的浮躁心态影响，楷书遭遇冷落，很多书家楷书没写好

就直奔行草，造成了很多不重技更轻道的怪异书写作品与乱象。

黄家喜从唐楷入手，以圣贤为师，遍临名家碑帖，坚持从继承中创新，历经数十

年的苦练、精研与沉淀，又结合他深厚文化底蕴与对生活和生命的深刻感悟，终得楷

书书法艺术之大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时值中国美术正本清源时期，他的

这种坚持与坚守，无论是从书法的继承、发展，还是从艺术精神、内涵的继承与拓展

来说，都是值得赞许的。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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