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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近现代书法的起源地，海派书法曾在全
国领风气之先。但是，海派书法的形成、发展离不
开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长三角文化，也离不开各个
时期来自长三角地区充沛、优秀的人才资源。根据
学界的研究，今天我们所说的长三角文化，其核心
主要就是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区域
就包括了长三角。因此，今天我们所说的长三角文
化其实说的就是江南文化。江南文化是海派书法
所依赖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江南文化的诗性
曾经给予无数的海派书法家以创作的灵感。

江南风景优美，风物多样而细致，适宜诗意地
生活，是中国文人最向往的家园，奠定了中国文化
中以美脱俗、以美化力、以美启真、以美求安的精神
传统。江南特有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及文化传
统，在历史上铸造了中华文化在江南的繁荣和辉
煌。江南文化精神绝不仅只是一种地方认同，而且
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意义感，是对于什么样的
生活更好、更值得追求的主张。探讨江南文化，实
际上就是在探讨一种极其可贵的审美理想、文明理
想。“江南”处处洋溢着诗意。因此，今天我们谈海
派书法的形成、发展，首先就必须厘清其所依托的
江南文化的大背景。江南是海派书法家绕不开的
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

但是，海派书法的发端、形成、发展自然还与上
海这座城市在近代的崛起密不可分。在江南的文
化版图中，杭州、苏州、扬州等曾经一枝独秀，在社
会经济和人文传统方面具有超强的辐射能力，而上
海长期则处于“慕苏、扬余风”的边缘地带。直至19
世纪中叶开埠以后，时局大变，上海在江南的城市
地位才逐渐上升，并一跃而为江南乃至中国的中心
城市。经济的外向性开放性国际化，优秀移民的大
量导入，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空前的相遇融合，文

化市场的勃兴，这一切无不显示出上海这一新崛起
的现代江南大都市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

上海在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中，一是得益于全方
位开放，二是在文化上呈现出巨大包容性。上海学
研究专家周武认为，开放与包容互为表里。因为开
放，所以包容。正是在这种开放与包容之中，上海孕
育并展现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襟怀和文化
气度。这种在历史中形成的襟怀和气度，已成为一
种“传奇性魅力”，弥散在上海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
世界，并造就了上海人特有的气象和格局。今天我
们所说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的上海城市文化精神，就是对历史上上海特有的文
化襟怀和气度的补充和完善。

在上海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中应运而生的海派
书法，无论是其过去还是现在，都呈现出极其多元、

创新、丰富的样貌.海派书法既根植于民族文化深厚
的土壤之中，但又不拘成法，博采众长，融入中西审
美元素,锐意进取。

如果我们回溯海派书法的发展过程,会发现近
现代海派书法碑帖相融，古今兼融，雅俗并举，多元
共存，是如此的多姿多彩，所依托的正是上海开放包
容的城市精神和丰富的书法人才储备。几代数量众
多的优秀的海派书法家，构成了海上书法人才的高
地。正如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海派书法·
百年百家作品集》的前言所说，“海派书法,前有赵之
谦、胡公寿、任熊、任伯年，中有吴昌硕、沈曾植、康有
为、曾熙、李瑞清、王一亭、李叔同、张大千、黄宾虹、谭
泽闿、马公愚、邓散木，后有沈尹默、于右任、白蕉、钱
瘦铁、朱复戡、王福庵、黄葆戉、王个簃、潘伯鹰、吴湖
帆、来楚生、钱君匋、陆俨少、王蘧常、谢稚柳”……一
个个响亮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如灿烂的星座在近现
代中国书法广袤的星空上闪耀。但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云集上海的书法家大多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本
地人,而是来自江南各地。他们感召于上海开放包容
的城市精神, 纷纷从各地汇聚上海，借助于上海更为
开阔的中西文化视野和上海“艺术家自由职业的进
程，以及由艺术社团、艺术传媒、艺术市场、艺术教育
组构而成的庞大运作网络，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型”，
形成了近现代最具影响力的海派书法，其阵容之浩
瀚，风格之纷繁，得时代变革风气之先的显赫声势，
均远远超过了此前任何时代的任何流派。来自江南
的人才优势与上海的各种资源的结合，可以说相得
益彰。比如海派领袖吴昌硕，他是浙江安吉人，39岁

时合家定居苏州，长期在苏州和上海两地走动；1912
年69岁时又正式移居上海。缺了苏州，吴昌硕也许
无法顺利进入海上艺坛；没有上海，吴昌硕可能更不
会成就为一代宗师。吴昌硕漫长的艺术进程，既接
续了江南新老都市的文脉，又具有象征意味地折射
出上海这座新兴的大都市彼时在江南乃至全国城市
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和在文化艺术方面对各地人才强
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书法家协
会的成立，书法艺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迎来了难
得的发展机遇，海派书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
期。上海书法在继承传统海派精髓的基础上，在海
派书法艺术创作、海派书法艺术展览、海派书法艺
术交流、海派书法人才培养、海派书法历史的疏理
和海派理论研究以及出版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2007年和2015年海派书法两次进京展览，引
起北京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令北京文化界对当代海
派书法有了比较完整的全新认识。今年8月，上海
市书法家协会、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长三角文
艺评论发展联盟、苏州美术馆、苏州市名人馆在苏
州美术馆由共同主办举行“初心·前行——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上海书法名家特展”，这是一个借
助两地文化界跨界力量而推出的当代海派书法
展。展览展出了当代有代表性的海派书法家书写
的70幅出自历代中华经典的书法作品，其中二十多
幅作品的内容曾经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讲话和
报告中所引用，书法家书写的内容和书写的形式得

到了有机的统一和融合。今天，我们又在上海推出
别开生面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苏浙皖沪百位书法名家邀请展”。这些在不同
时间、不同地区举行的各具特色的书法艺术展览，
大大扩展了当今上海书法在全国和长三角地区的
影响力和辐射力。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上海书法的现
状与上海这座一流国际化大都市对我们在文化发
展上的要求以及上海书法应该达到的文化高度还
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上海书法在当下长三角一体化
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整合、共
享长三角各地彼此在书法创作、书法展览、人才培
养和理论研究的资源，还是有许多课题值得静下心
来认真研究和探讨。实事求是地说，目前长三角地
区在书法艺术各个方面的交流无论在数量还是质
量上还是滞后的，彼此的辐射和影响力有待提升。
这次“长三角书法联盟”的成立，为今后长三角地区
书法艺术的发展、繁荣、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
机，意义深远。

已故的中国画大家、原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程十
发曾经在改革开放后说，上海的中国画家的作品自
然应该看出传统的功力，但还应该“既具有现代性
并反映都市特有的意趣，也要具有鲜明的国际化倾
向”。这固然是对上海的国画家而言，但是对上海
的书法创作者来说也有相当的启迪。上海的书法
家首先应该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对中国书
法的优秀传统抱有敬畏之心，要下足气力对传统文
化、传统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有所了解，掌握传统书
法的基本功。但我们毕竟身处上海这座吐纳世界
艺术风云的国际化大都市，应该如程十发先生所
说，视野更开阔些，创作的思维更活跃些，赋于当代
海派书法以崭新的艺术生命力。

长三角文化与海派书法
丁申阳

中国当代书法实践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
让我们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书法人口的大幅
增长和书写技法基准水平的明显提高。但也
可以看到在创作层面上粗鄙化和平庸化的不
足，形成这种倾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只
注重笔墨，忽略了“人”肯定是重要的原因。或
许可以说，当今书坛的缺失，在于轻视了人的
修身与养性。这既有悖于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也不利于当代书写风格的创立。

一、书法修身的大传统
道德修身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而书法在

中国文化中修身特征是最为显著的。儒学“五
经”从形成那天起，根据经典修身就和经典书
写水乳交融不可分离。不仅字的写法和圣人
的言论有关，甚至一个儒者如何去写一个字也
就成为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汉字的字形与
笔法被与道德规范对应起来，写字的意念与向
善的意志同构，书写结果成为和书写内容不同
的另一种存在，书法审美标准中渗透着儒学道
德修身的核心价值。书写汉字的过程也被置
于实践儒家道德“修、齐、治、平”“经世”之修身
大链之中。

汉末，草书兴起，书法作为独立的审美对
象即将确立，而历代书论的开篇之作《非草书》
问世，它以儒学道德要求对草书进行了贬低，
直至魏晋玄学的出现，草书才获得了新道德修
身价值。后因玄礼双修的确立，重归儒学大传
统。我们熟知的“书为心画”“书如其人”“心正
则笔正”“古代论书，兼论其人生平；苟非其人，
虽工不贵”等等，其实都是中国书法审美标准
中修身大传统的反映而已，而这个传统于今已

如隔世希音。
二、书写风格的个别化
书法至魏晋五体确立,结束了与字体演变

的相伴而行，走上了单纯书风演变的途径。
一方面，循着先秦儒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
的发展线索维系着书法修身大传统，另一方
面从书写内部逻辑推演出个别性的审美合理
性。按今天的话来说，书法史成了书写风格
演进史。

所谓风格，不仅是形式倾向，更是旗帜鲜
明的价值判断：开拓审美新领域，提供审美新
经验。它不仅依靠书写技法，更依赖书者性
情。所谓性情其实就是书者的修养、才调、风
度、人格气象在作品中的生发。性情当然是主
体的，技法看似客体的，其实所有真实发生的
技法都是书者性情筛选过的保留痕迹。技法
和性情本来是一体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
面，但是性情对技法有着容易被忽视的选择和
导向作用。试问什么才是最好的技法，能掌握
多种体式的技法，固然是书写功力的体现，但
功力深厚的最重要的价值判断却在于能否写
到书者性情的最深处，写到他人不能的“这一
个”。一个书家要主动进行多样化的书写试
验，但根本目标仍是寻找与自己性情最契合的
笔墨方式，而不是叠加多多益善的技术能力。
只有“这一个”才有可能称之为风格，风格必须
是“这一个”。或许可以说风格不是向外“创
造”出来的，而是向向而“发现”成功的。性情
修养贫瘠者，彼此相近而雷同；性情修养充盈
者，方能各自变化而生动。风格就是超凡脱
俗，风格必须个别化。

结语：
中国文化以道德为终极关怀，并赋于中国

书法修身的大传统。这传统中“正人伦”的核
心价值，似乎有“宏大叙事”的倾向，而且于今
已是“一息尚存”。但在“风格论”的讨论中，我
们发现了“性情说”的极端重要性。当我们把
两者放在一起考察，便发现从“修身”到“养性”
仍然有着关联的脉络，虽然前者宏观些，后者
微观些。特别是它让我们看到：书法问题从来
不是单纯的书法问题，书法问题也是人的问
题。书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表现人性的丰富
性。这对我们思考如何促进书法繁荣应该有
所裨益。

长三角历来就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经济
相融，文化相通，有着诸多的共同点，也有着深厚
的文化基础。借此机会，我想讲三点想法，供大
家参考：第一是融入长三角。第二是建设长三
角。第三是书写长三角。融入长三角是安徽书
协坚定而鲜明的态度。我们清醒的认识到，长三
角一体化对安徽发展是一个难得机遇。长三角
书法联盟的建立也必将给安徽书法的发展提供
难得的发展机遇。因为，经济的一体化必然带来
社会文化的一体化。只有积极融入，才能获得更
多的学习机会和发展空间。但融入一定不能是
一个口号，需要我们落实在行动上。所以，我们
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融入的工作。一是走
出去。到江浙沪主动上门学习请教。二是请进
来。邀请江浙沪书法家到安徽采风创作。邀请
江浙沪大家名家来皖讲学授徒。建立采风创作
基地。建立长效的联系互动机制。三是加强交
流合作。通过省与省、市与市、县与县的交流互
访，通过举办展览、学术研讨、培训办班、为民服
务等形式，推动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四是发挥
皖籍书法家的桥梁纽带作用，为增进了解加深友

谊多做工作。第二是建设长三角。长三角是中
国的长三角。要站在国家战略认识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重要性。我们还要站在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传承的高度来认识长三角书法传承与发展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
任。我们应当进一步增强主人翁意识和担当精
神，做好自己的工作。安徽将充分挖掘利用好安
徽现有的书法资源，做好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的工作，为长三角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有效
服务。更重要的是把安徽书法建设好发展好。我
们将启动安徽书法文化提升五年计划，从政治思
想，文化修养，创作技艺，道德品行等方面入手，全
面提升安徽书法家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创作能力，
建设一只政治过硬、艺术精良、作风扎实的书法队
伍，为长三角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
此同时，也期待长三角书法联盟能够对长三角书
法发展进行整体谋划，做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规划，
充分发挥长三角各省市的资源和人文优势，形成
一个整体有序、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的发展格局，
进一步彰显长三角书法的艺术魅力和国际影响
力。第三是书写长三角。长三角一体化是着眼中

国未来经济发展和世界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势所作
出的国家战略布局。长三角一体化已经成为推动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体
现。因此，书写好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就是书写
我们新时代的发展。总书记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记
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我们书写好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就是书写新时代的生动艺术
实践。但如何书写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大
课题。现在还没有完全破题。因此，长三角书法
联盟的成立将为做好这篇大文章提供了一个组织
保障和智力支持。建议联盟可列出一些题目，大
家分头承担落实。这样可以发挥长三角书法的整
体优势，做一些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活动。比如，
长三角书法文化脉络与发展，长三角书法如何彰
显长三角文化和时代精神，长三角书法如何走出
去？长三角书法与一带一路建设，等等。总之，
长三角书法联盟为我们搭建了一个交流互动合
作共进的平台，安徽书协将积极参与并主动承担
相应的任务，努力做好安徽工作，为长三角书法
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携手开创长三角书法新时代
孙晓云

书法修身的大传统与
书写风格的个别化

鲍贤伦

融入长三角，建设长三角，书写长三角
吴 雪

2018年11月习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做出了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的重大决策，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长三角
一体化进入新时代。我们江苏始终是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积极倡导者、有力推动者、坚决执行者。
作为长三角的“两翼”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响
应中央号召，抓住发展机遇，大力夯实经济基础，在
顶层设计推动下，江苏不断加强一体意识，积极参
与多方合作。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区域协调发展不
断取得创新突破，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良好局面
正在形成。

一、长三角文化与书法脉络
长三角水土相连，气息相关，文脉相牵。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不仅是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更
是文化一体化发展。千百年来，这方神奇的水土养
育着极富创造力的人民，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独特的地理气候、深厚的历史积淀，孕育了同体连
枝的文化脉络。

沪苏浙皖位于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交
汇点长三角洲，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源远流长，文
化基因深厚，书画脉络纵横，历史名城林立，水乡
古镇遍地。早在隋炀帝时，我们文明遐迩的大运
河就始于扬州开凿邗沟，联通着南北，运河文化以
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
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运河区域成为人才
荟萃、文风昌盛之地。特别是历史上数次与中原
文化的融合，不仅使长三角人文荟萃，更重要的是
让长三角文化融入了中华的主流文脉，形成了以
包容和谐、坚守道统的核心价值理念，积累了深厚
的文化底蕴，更加形成了文以载道、崇德尚贤的文
雅士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包容开放的文化特性，使
长三角的不同地域涵育出面貌各异、多姿多彩的多
元文化。在江苏，吴越文化、楚汉文化、金陵文化、
维扬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彼此密切相关、交相
辉映。它们与中西合璧的海派文化、精致典雅的吴
越文化、雄健大气的楚汉文化、尚武重义的淮河文
化、崇礼重信的徽州文化等彼此重叠，共同构成了
我们和而不同、相互辉映的历史底蕴。

所有长三角的艺术门类中，书法艺术是最为璀
璨夺目的瑰宝。自古以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四地走出了一代代灿若繁星的书法大家，从东晋

“二王”、初唐四家、宋四家、吴门书派、松江书家到
“扬州八怪”、西泠八家，上海走出了沈度、沈粲、董
其昌、沈曾植、沈尹默等；江苏走出了皇象、陆机、陆
云、张旭、林散之、高二适等，浙江走出了虞世南、褚
遂良、孙过庭、赵孟頫、徐渭、吴昌硕、沙孟海等，安
徽走出了李阳冰、詹景凤、邓石如、赵朴初等，他们
诸艺兼备、学养深厚、承前启后、出古开新，在书法
史上熠熠生辉。除此之外，长三角地区还留下了

《天发神谶碑》《平复帖》《瘗鹤铭》《升元帖》等具有
开创意义的翰墨名作，产生了孙过庭《书谱》、陈绎
曾《翰林要诀》、王世贞《艺苑卮言》、包世臣《艺舟双
楫》等千古不朽的书论。

长期以来，长三角地区书法一直站在全国书法
最前沿，引领了时代风气。通过千百年的积淀，以
研习“二王”书风为主线求索问道，开启了帖学千年
辉煌历史，开创了碑学的昌盛时代，开始了碑帖结
合的学术导向，确立了一个个能代表时代的书法高

度，形成了上海海纳百川、江苏精雅隽永、浙江古美
华丽、安徽高古浑厚的地域书风，历史上江苏地区
的吴门书派与上海地区的松江书派渊源颇深，王羲
之、董其昌、吴昌硕等大家都曾与江苏有渊源，并且
相互影响、联系紧密，审美观念和风格取向相互砥
砺，碰撞交融，始终是中国书法发展的生力军。

二、江苏书法的发展
江苏历史悠久，水陆并具，自古是中国政治、经

济、文化最为发达的省区之一，是大运河的发祥之
地。江苏地域文化源远流长，吴韵汉风、南秀北雄，
兼收并取，强柔相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文化街
区数量位居全国之首，书法遗产丰厚、书法传承脉
络清晰。江南贡院、金陵刻经处、东晋墓志、六朝石
刻、焦山碑林、汉画像石刻等名胜古迹，见证了江苏
书法的繁荣时代。作为曾经的全国政治经济中心
所在之地，江苏发达的地域经济也促进了书法的发
展，书法作品鉴赏、收藏繁荣，刻书业发达，经史研
究成风，金石学和文字学成就斐然，历史上的泰州
学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等学术流派享誉全国，江
苏书家大多学养深厚、知识结构广博，诗书画印皆
擅，旁通国学、诗词、音韵、考释、鉴赏，具备政治、学
者、诗人等多重身份，影响广泛深入，形成了独特的
人文特色。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古老的书法艺术焕发
出新的生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
文化建设，实施了积极的文化政策，书法事业发展
呈现迅猛之势，学术精进，创作繁荣，优秀作者、作
品不断涌现。江苏秉承优良的书学传统，抓住发展
契机，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开展了一系列影响力
深远的书法创作、书法理论、书法教育、书法人才培
养、书法惠民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

我们江苏省书法家协会成立于1980年，比中
国书协还早一年。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有省级会
员6231人，中国书协会员1200多人。二级协会包
括行业协会已达21个，为书法活动的开展提供了
组织机构保障。四十年来，江苏书协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精心策划重大主题展览和各等级书法展览，
书法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同时为江苏书家提供展示
平台。我们设立了江苏书法最高奖“江苏书法奖”，
三年一届，已举办两届，常设了“江苏省新人书法篆
刻作品展”、“江苏省刻字艺术展”等省级展赛，逐步
成长为颇具影响力的书法品牌，充分调动了全省书
法创作的积极性。在国展和兰亭奖中获奖数量和
等次一直保持领先水平，涌现大批优秀人才。近日
公布的第十二届国展入展名单中，江苏入展总人数
在第十一届国展荣获第一的基础上，这届又蝉联全

国第一。这正是江苏省委省政府、宣传部、文联党
组的长期关心支持的结果，也是全省书法家共同努
力的结果。书法理论老一辈高二适“兰亭论辩”、胡
小石《金石蕃锦集》、祝嘉《中国书学史》等珠玉在
前，江苏中青年书法理论家也在不断成长。在历届
全国书学研讨会上，江苏皆名列前茅。在一、二、
三、五、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中，江苏获奖
入选都名列全国第一。其中一人获“终身成就奖”，
四人获“兰亭奖”“艺术奖”。

江苏是高校云集的教育大省，书法高等教育发
展迅猛，已经在南京艺术学院等6个高校建立了本
科、硕士、博士的高等书法教育体系，为培养书法高
级研究、创作人才作出了很大贡献。全省目前已有
两个中书协命名的“中国书法名城”、五个“中国书
法之乡”、五个“中国书法家创作培训基地”。随着
书法普及活动广泛深入，书法惠民活动持续推进，
组织书家参加文艺志愿服务队，围绕春节等传统节
日深入基层开展慰问，全省十三个市整体联动，受
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我们的“江苏书协”微信公
众号创办六年来，年均推送信息一千多条，目前订
阅用户已近14万人。我们还建立了省内各团体会
员“工作群”和个市县区书协“组联群”，有效降低工
作成本，提高效率。同时，为了满足老同志的需求，
我们还坚持21年办纸质《江苏书法通讯》。定期和
长期开展与兄弟省份进行省际书法联展，扩大江苏
书法影响的同时虚心向兄弟省份学习。我们先后
已与上海、四川、浙江、陕西等多个省份进行了交流
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江苏书法的发展只是长三角地区的一个缩影，
上海、浙江、安徽的书法同样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各
具特色、各领风骚，形成了百花齐放、多元并存的艺
术格局，长三角书法发展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三、长三角书法的前景展望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看望

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的文艺界代表，阐述了守正创
新、培根铸魂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四个坚持”的殷
切希望；7月专门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
年致贺信，明确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记录新时代、
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和担当。沐浴着时
代春风，长三角三省一市的书法事业必然迎来高质
量发展的新阶段。长三角书法联盟的建立，将使我
们进一步把握正确书法导向，聚集书法人才铸造高
峰，深化互通互鉴，加强区域整体的组织建设，促进
书法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对此，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和大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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