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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传统而古老的书法艺术，
面对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焕发勃勃生机，呈
现风格多样、流派纷呈、繁荣多元的新面貌。

笔者以为，40年中国书法的发展，是沿着
“借古开今”与“中西融合”两种维度展开的。
其中，“借古开今”是主体趋势，代表着中国书
法革新的重要途径。

百花齐放

所谓借古开今，最早出自石涛画论，“故君
子惟借古开今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
新，推陈出新的意思。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书法热”兴起、
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书法类报刊媒体推动、
书法美学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中国书法迅速
进入狂飙突进的发展状态。具有示范性的当属
延续传统的老书家群体和新古典群体。以沙孟
海、肖娴、朱复戡、陶博吾、王蘧常、陆维
钊、吴玉如、沈延毅、来楚生、陆俨少、启功
等为代表的老书家，凭借深厚的学殖、传统的
功力、创新的勇气和人生的智慧堪称后世典
范。相应来说，从轰轰烈烈的展览赛事中走出
的书坛中坚也体现出后生可畏的实力。这些从
第一、二、三届“全国展”及第一、第二届

“全国中青展”中脱颖而出的中青年书家，以丰
富的个性追求表达对创变时代的思考，他们的
作品或阳刚大气、或丑拙浑朴、或空灵阴柔、
或细腻温婉，在当时都极富启蒙意义，被称为

“新古典群体”。
20 世纪 90 年代，基于对 20 世纪 80 年代书

法发展的冷静思考，特别是对书法继承与创新
问题的深入反省，中国书法侧重于在创新求变
中前行。书法新古典主义、新文人书法、民间
书风、流行书风、现代书法、广西现象和学院
派书法创作等流派错综复杂地交织发展。第
四、五、六、七届“全国中青展”，无论是取法
对象、表现形式，还是评审机制，较之以往都
勇于解放思想，大胆试错。在诸多观念、流派
的共生中，书法审美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多元局面。不可否认，经过时间洗
礼，上述流派的不足之处日益凸显，但它们基
于传统又异于传统、具有鲜活强烈时代气息的
探索精神和勇猛精进的开拓意识值得称道，也
值得反思和总结。

回归经典

进入 21 世纪，中国书法走上稳定发展的
理性道路，重温传统、再现经典成为书法创作
的旨归。2002 年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
设立，加快书风转向的速度，回归传统帖学
经典成为风向标。基于此，加之现代印刷技
术和文物考古的最新成果，力求在与时俱进
的文化背景下对帖学体系变革与创新，从而
建立以“行草”为主兼及隶楷，兼备雅逸、
古朴审美旨趣的“新帖学”。它虽以“行草手
札”“名家”“墨迹”为基础，但取法对象、风
格旨趣、形式表现，接近于“碑帖结合”的美
学取向。“新帖学”的余波一直影响到当前的
书法创作。以回归经典为旨归，包含对帖学、
碑学、碑帖结合的全面理解，这便意味着以开
放、多元、包容的心态面对传统、吸收传统、
反思传统。

21世纪以来，书法艺术的发展更加注重书
内书外的积累与融合。正如书法家沈鹏所言，
“‘书外’的修养多于‘书内’并非坏事而是
好事。当然这两项基本功缺一不可，并且互相
依存、互相渗透。一幅书法作品的得失成败，
一位学书者能否成‘大器’，无不决定于这两
项基本功力的厚薄深浅。”自首届“兰亭奖”

中加入文化素质的考核，直到 2018 年举办的
第六届“兰亭奖”，着重强调将创作水平作为
衡量书家书艺的重要评价标尺的同时，综合考
量书法创作之外的成果以及个人的综合素养，
倡导“学养、涵养、修养是书法家一生的功
课”。长远来看，技道均衡、艺文兼备、德艺双
馨的引导方向，会为书法界注入静心读书、用
心创作的清流。

彰显时代性

所谓中西融合，便是与古代书法传统拉开
一定的距离，彰显个性与时代性，是一种“反
传统”的尝试与探索。

1985年10月15日，由现代书画学会举办的
“现代书法首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拉开“现
代书法”的序幕。此次展览创作主体以青年书
画家为中坚，得到诸如张仃、黄苗子、李骆公
等为代表的老画家的支持。虽然不是发生在书
法界内部，但该展览引发对书法现代性问题的
思索与争鸣，具有深远的意义。自此之后的10
多年间，“现代书法”持续发酵，诸如，谷文达
以水墨语言“解构”书法作品，徐冰的“天书
系列”、洛齐的“抽象书写”等，或受到日本现
代书法创变方式的刺激，或受到欧美后现代艺
术思潮的影响，在对抗传统书法观念的同时，
从“现代书法”走向“书法主义”，乃至“后现
代书法”。由于边界的泛化，最终导致“书法”
与“非书法”并存，以书法为名，实则版画、
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的杂糅。

融合与求新

从上述对当代书法发展“借古开今”与
“中西融合”两种路径的简要分析形成鲜明对
比，一面绵延有序，一面逐渐式微。毋庸置
疑，改革开放 40 年的书法发展，“借古开今”
是主体趋势。

那么，为何中国书法不能走“中西融合”
的道路？

首先应从书法的本义入手。美学家宗白华
说：“中国人写的字，能够成为艺术品，有两

个主要因素：一是由于中国字的起始是象形
的，二是中国人用的笔”。中国书法是以汉字
为 载 体 ， 用 毛 笔 来 抒 发 情 感 的 一 种 艺 术 形
式。汉字、毛笔二者缺一不可。那些坚守汉
字字形的“现代书法”可以归入“借古开今”
的范围，而解构汉字、不以毛笔为书写工具的

“现代书法”，已走出中国书法的边界，尽管也
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但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
的中国书法艺术，不能为中国书法的未来指
明方向。

其次，中国书法面对传统与创新的态度根
植于中国哲学、中国美学的基本态度。《中庸》
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唐代大儒孔颖达
云：“天之为道，生生相续，新新不停”。这些
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连续变易中求新、
求变的追求。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
系的书法艺术，继承传统是一种亘古不变的追
求，而追求“新变”才是书法艺术的魅力所
在。“书法艺术最可贵的素质是创造”，这种创
造不是釜底抽薪式的彻底改造，而是充分做到
对传统的“躬身致敬”，而又具有创造性的发
挥。书法家沈鹏指出：“书法创新的基础有两
个：一是字体本身的变化，引起字形、笔法的
变化；二是精神风貌、风气特征、审美习惯等
观念的改变。第一种，在篆隶真草外现在还难
以产生新的书体；第二种，我们现在比过去任
何时代在精神上的变化都来得迅速、强烈。有
志于创新的书家，要勇于找到自己的表达方
式、自己的艺术语言。”

丰富的书法历史遗产，为书法家的原创力
提供深厚基础。而原创所需要的广搜博取、求
精用宏，要有见地，善于融合、通会，为我所
用。书法的可持续发展，以创作为至要，不断
求新应当说是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死
法”“奴书”不可取，求新不可没有独立品格。

回溯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书法的发展，可谓
百花争妍、生机盎然。展望未来，“借古开今”
依旧是中国书法革新的主要方向。它警醒书法
家，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立足书法艺术本
体，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研究现代生活，不断
从时代的旋涡中寻求灵感，激发原创力、想象
力和创造力，为传统艺术语言的现代化作出新
的贡献。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

随着“中国古代书法展”“中国
古代绘画展”“中国古代缂丝刺绣
展”正式对外试运行，辽宁省博物馆
新馆日前迎来全面开馆。唐代欧阳询
的 《仲尼梦奠帖》、周昉的 《簪花仕
女图》、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宋人
摹顾恺之 《洛神赋图卷》、宋徽宗赵
佶的 《瑞鹤图》，元代赵孟頫的 《红
衣西域僧图》《秋声赋》，明代仇英版
本的《清明上河图》等古代名迹悉数
亮相，充分展现中国古代书法、绘画
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此外，北宋
缂丝整幅的孤品 《紫鸾鹊谱》、南宋
缂丝名手朱克柔的《山茶图》等辽博
镇馆之宝也不容错过。

以其中几件重要作品来说。
展出的这件顾恺之 《洛神赋图

卷》为宋摹本，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顾
恺之绘画的艺术特点，被称为最佳版
本。画面比较完整地表现了曹植《洛
神赋》 的内容，线条飘逸、造型生
动。传为顾恺之所绘《洛神赋图》存
世多卷，目前所知有6件，除辽宁省
博物馆这件以外，还有5件分别藏于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北京故宫博物
院、台北故宫博物院。

颇受关注的 《瑞鹤图》，为宋徽
宗赵佶所见所感。北宋政和二年上元
之次夕 （公元1112年正月十六），都
城汴京上空忽然云气飘浮，群鹤飞鸣
于宫殿上空，久久盘旋。宋徽宗亲睹
此景兴奋不已，认为是祥瑞之兆，于
是欣然起笔，将目睹之情景绘于绢素
之上。

该图画面构图大胆，一改花鸟画
的传统画法，以超现实的表现手法，
重点描绘了群鹤的姿态。18 只鹤组
成鹤阵，盘旋在石青满染的天空中，
疏密相间，升降自如，立于屋脊鸱吻

上相对的两鹤，一只翘首观望空中舞
意正酣的群鹤，一只刚刚落于鸱吻之
上，翅犹未敛，后则以瘦金书题诗，
有“天下一人”签押及御印。

《仲尼梦奠帖》 为欧阳询现存的
4件墨迹之一。欧阳询享有“唐人楷
书第一”的盛名，但传世墨迹很少，
现今已知仅有 4 件存世。《张翰帖》

《卜商帖》 存于故宫博物院，因本身
墨色黝黑板滞，非书写的笔迹，被
公认为是唐人的钩填本。《仲尼梦奠
帖》《行书千字文》 存于辽宁省博物
馆。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在 《古书画
过眼要录》 中提到，欧阳询的 《行
书千字文》 可能是“集字为之者”。
而 《仲 尼 梦 奠 帖》 先 后 经 南 宋 内
府 、 贾 似 道 、 项 元 汴 、 清 内 府 递
藏，是一件公认的书法真迹，被认
为是欧阳询传世墨迹中最为可信、最
为精彩的一件。

《仲尼梦奠帖》 全篇共 78 个字，
用淡墨书成，运笔苍劲，转折自如，
浓淡提按趋于自然，老笔纵横，无丝
毫板滞的痕迹，应为欧阳询晚年成
熟 之 作 。 全 篇 洋 溢 着 欧 阳 询 的 自
信，传递着他对死生无常、善恶有
报的感慨，虽流露出一丝感伤，但
仍充溢着凛然正气。

据悉，这次展览中的重要展品以
三个月为期，“定期轮转、闭馆养
护”，既兼顾观众需求，又满足文物
保存需要。

辽宁省博物馆是中国收藏晋唐
宋元书画数量最多、品质最精的博
物馆之一，也是海内外清宫散佚书
画重要收藏单位。专家介绍，这批
书画大都来自溥仪离宫时淘选带出
的珍品，后几经辗转，藏于今天的
辽宁省博物馆。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
馆、浙江省文联主办的“千岩竞秀
——陆秀竞中国画作品展”日前在北
京举行。展览展出陆秀竞中国画作品
100余件，呈现画家横跨半个世纪的
艺术历程。

陆秀竞，曾任西泠书画院常务副
院长，浙江省美协理事，杭州市美协
副主席，浙江山水画研究会副会长等
职。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他 1942 年出生于浙江
绍兴，1967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国画系山水专业，得现代中国画大
师 顾 坤 伯 、 陆 俨 少 亲 授 ， 主 攻 山
水，兼善花鸟。陆秀竞的作品在结
构上多少透露出西画的造型元素，
但呈现的整体气质则属于传统国画
纯 正 的 写意体系，以表现意境见

长。在 50 余年的创作生涯中，陆秀
竞汲取诸家之长，寻找融会之道，潜
心创作。他的笔墨苍润浑朴、稚拙灵
动，于平淡中显现天然之趣，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秘书长徐里评价说，陆秀
竞继承和发扬了浙派山水酣畅淋漓、
清雅俊逸的风格特点，在遍游大江南
北和世界各国的基础上，创造出设色
丰富、气势辽阔，深具历史感和人文
性的中国风格和时代精神。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童中焘认为，
陆秀竞的作品大概可分两类，一是传
统出新，新在用笔和形象创造；另一
则主要源于他个人的西北之行，是黄
宾虹“九墨”的综合，或可称为泼墨
山水。

借古开今：
中国书法40年革新之路
□ 白 锐

笔墨流金四十年②

一个时代有一个
时代的书风。

“文章合为事而
著 ， 歌 诗 合 为 时 而
作”。书法艺术的走
向与文学、绘画、音
乐等艺术门类一样，
都反映时代的脉搏。

“传统派”与“现代
派”的角力，同样在
书法领域有所体现。

永远的经典
□ 罗 曼

陆秀竞中国画展举行
□ 杨 子

千峰耸秀 陆秀竞千峰耸秀 陆秀竞

瑞鹤图 （局部） 赵 佶

临颜鲁公 启 功书临颜鲁公 启 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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