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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太虚堂，大堂，冇堂。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
会常务理事，浦东新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从字体演变和行楷发展看，魏晋南

北朝出现大量墓志碑刻，这些都是平谈
无奇，只是保留着隶书风貌而具有程式
化倾向，唯有在本世纪以来出土的西晋
竹木简牍和纸质墨迹中有我们很值得重
视的东西。有行，有楷，有草，流畅跌宕，
气势慑人。这些都是日常生活活动文字
记录。爽利、劲拔的用笔，都反映了楷书
开始向成熟演化，并表现出从同期行、草
书中吸收用笔方法的倾向。楼兰残纸中
的部分行书作品将前述楷书快写，从实
用简便出发，表现了率意的特征。

对晋朝尚韵书法的辉煌有目共睹，
但究其源，曹魏民间书风的影响，将不同
影响晋朝作品审美趋向。魏晋时代热衷
于贵族生活，崇尚玄谈，悠游山水之间，
享受人生。不拘不执，潇然放旷。禅宗
曰：“饥来吃饭倦来眠。”诗旨曰：“眼前景
致口头语。”盖极高寓于极平，至难处于
至易。有意者反远，无心者自近也。晋
代随意自适中也许隐藏着绝望和痛苦。

“放浪形骸之外……快然自足，曾不知老

之将至。……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
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
终期于尽”。在情感表达上，在挥洒中也
就自然了。这种自然美的审美因素也留
给了颜真卿。

鲁公是我膜拜的一位大家，他的书
法端正劲美气势雄厚，他对中国书法艺
术的贡献是仅次于二王的。他在人格性
情外在展现上是一种人格上的表达。尽
管从外观上二王和颜的面貌有所不同。
但如果联系王羲之个别作品《姨母帖》似
乎有联系。看王献之《廿九日帖》《东山
帖》似乎更有关系的，实际上鲁公更偏重
于小王，得王大令妙传多些，用笔外拓开
张，章法跌宕，变化随意。

楼兰这个地方，看颜真卿为官仕途，
有一点确认，鲁公曾到过西域，敦煌地域
楼兰，因而也不难发现鲁公取法写经书
风，对敦煌遗书吸收或多或少的联系，从
许多楼兰残墨中发现鲁公之笔触如同楼
兰，秃笔渴墨，线条粗细，墨色的浓枯，笔
法变换，皆无拘谨。时代的久远更显颜
氏书风的厚重，篆隶意较浓，因随意连笔
增加，雄放之气呼之欲出。《争座位》稿中
因漏字而增加的任性的小字和《祭侄文

稿》的最后的快写连带，有篆籀气而"诡
异飞动，得于不测”。由此可见颜氏书风
都是一步步遵照着吸收，积聚，深思，再
熔炼过程。鲁公吸收的是一种凭直觉和
憨厚的情感去表现自我，而毫无矫饰造
作之风。通过去感受楼兰，民间书法中
蕴涵的质朴情感表现出来了。我们再看
楼兰，上承汉末隶书成熟阶段，纸质载体
增加，反映了不同时期多姿多样的书风，
如《裴将军诗》是否也参仿王羲之《圣教
序》中楷行草结合（又增加隶一种呢？）。

熟知鲁公要害之处“稿”者，草稿之
谓也，与传统意义上的书法艺术并无刻
意靠拢，然而因为颜真卿高超的技巧和
不可遏止的浓烈的情感能至臻完美地结
合在一起。在“稿”者，自由也，正是放
任，才如苏轼说过“书初，无意于佳乃
佳”。参照楼兰残纸发现，鲁公在《祭侄
文稿》中所表现的点，线，面结合的精彩，
前面部分，又是由小块面交替而成，后面
则块面较大，轻重反差也相对较大，在节
奏处理上更为强烈也有独到之处。与楼
兰残纸有惊人相似。作品中留白的方式
很多，很多留白的侧重点不同，有主次，
所以留出来的白所展现出来的空间构

成，空间视觉复杂性。“疏可走马，密不透
风的”的效果，虚实对比强烈。

因为是“稿”。涂涂改改也是合情合
理的，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中亦
有涂改，这种“涂改”像是一种有意而为，
故意写错或漏字，然后进行涂改，而达到
理想的章法效果。尽管言辞不妥之处也
是难免的，于是进行修改，但每次涂改方
式都不一样，而且十分精彩，当是意料之
外的章法效果。

《祭侄文稿》整篇中起首行字字工
稳，末行以绵绵不断的一笔书行草结束，
可谓是整体构成上起、承、转、合的完美
表达。感情宣泄的过程和释放的精彩作
品正是鲁公平时书法技法累积而成的技
法展示以及他的审美倾向反映。

与鲁公之间牵手的楼兰关系非同寻
常，与鲁公之间晋代士大夫，王大令，王
右军的关系也非一般。在此假如能偷学
得到鲁公于笔迹墨痕中体察用笔之法
度，章法特点，领悟到楼兰残墨神采之妙
处一二，幸甚至哉！知道鲁公→二王/楼
兰，他们之间的关联，汲取面可更广，若
有想法便有行动。

2020年2月29日于大堂

临 创 手 记

一、举办单位
支持单位：中国书法家

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书法出

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河南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共同主办：书法出版
社、《中国书法报》社、《中国
书法》杂志社

承办单位：新安县人
民政府、千唐志斋博物馆、
中国书法出版传媒大型活
动部

二、组织机构
1.组委会
组委会由举办单位的

有关成员共同组成。
2.评审委员会和监审

委员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依据

《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
监审委员产生暂行办法》，组
成评审委员会和监审委员会，
负责评审和监审工作。

三、征稿要求
1.投稿范围
年满18岁的中国公民

均可投稿，投稿一律使用真
实姓名。

2.作品要求
（1）楷书书法作品。
（2）内容：健康向上的

古今诗词、楹联、文赋等（须
标出原作者及篇名），提倡自
作诗词联赋。书写古代诗
文者，应注意使用权威版本，
要保持内容的相对连贯、完
整。

（3）规格：请投寄作品
原件，尺寸为六尺整张（横
97cm、纵180cm）以内，一律
为竖式。单个字径在2cm
以内的小楷作品尺寸为四
尺整张（横69cm、纵138cm）
以内，一律为竖式。手卷作
品尺寸为纵向35cm以内，
横向不限。册页作品成品
尺寸每页横、纵40cm以内，
页数不限。小楷手卷、册页
作品总面积为四尺整张以
内。手卷、册页作品入展数
量一般不超过入展总数的
6％。所有作品请勿装裱（册
页除外）。不符合尺寸要求
者不予评选。

3.投稿数量
每位作者限投两件不同

风格或形式的楷书作品，投稿
作品同一包装一次寄出，不收
取第二次寄出作品。

此次展览不收参评费，
限于人力恕不退稿。征稿期
间不办理换稿、退稿等事宜。

4.填写信息
（1）请在书法作品背面右

下角用铅笔正楷注明：作者真
实姓名、性别、身份证号、通讯
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固定电
话、手机）、作品名称。

（2）为便于准确登记及
时联系作者，请认真填写

《2019“中国书法·年展”全国
楷书作品展投稿登记表》，

《征稿启事》后附表格，可复
印使用，也可从中国书法家
协会官网（http：//www.cca⁃
gov.com.cn）、中国书法出版
传媒官网（http：//www.zgs⁃
fcbcm.com）、《中国书法报》
官 网（http：//www.zgsfbs.
cn）、《中国书法报》微信平
台、《中国书法》杂志微信平
台下载，连同身份证复印件、
书写内容使用的版本复印
件，随作品一并寄出。

5.书写材料
为了评审、装裱、展示

的需要，投稿作品应选择高
质量专业书画用纸、绢，避免
使用易折断、易破损的纸张
或其他材料。

四、评审
1.由中国书法家协会

组织实施。
2.展览评选出入展作

品300件左右。
3.为确保入展作者创

作的真实性、稳定性，评审进
入前120名作者一律参加面
试。面试采取积分制，包括
复写投稿作品、现场命题创
作、综合修养考评三部分，在
综合评审的同时，严查代笔、
代刻、抄袭、临摹、集字及一
稿多投等行为。根据面试
积分排名产生综合评审前
100名作者。

凡接到面试通知后未
按规定时间到场面试者，视
为放弃入展资格。面试通
过者，主办单位将按国家规
定标准给予一定交通补
贴。面试作品，作为此次展
览资料存档。

（下转2-3版中缝）

▲临魏晋残纸 ▲临颜真卿《祭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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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生于上海金山。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上海市文联委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常务
理事，上海市政协书画院特聘画师，金山区文联
副主席，金山区书法家协会主席。师从刘兆麟、
王伟平、刘一闻先生，2013年至2015年就读陈
振濂书法工作室。2015年行书作品《曾国藩信
札》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须臾大醉草千纸，书法画法前人
前。”石涛在他的诗中这样赞叹同为明室
后裔却素未谋面的八大的书画。龙科宝
说“山人书法尤精”。黄宾虹认为八大是

“书一画二”。李苦禅说八大“其点画的
流美及其清新疏落、挺秀遒劲的风神，直
可睥睨晋唐。”寓朴厚于婉转，藏劲健于
圆活，存奇逸于平整，见激越于冲和，蕴
高华于简约，隐深文于真质。这就是八
大山人的书法。

一、与古为徒广涉博取［1659年（34
岁）至1678年（53岁）］

八大山人存世最早的书法见于
1659 年（34岁）所作的《传綮写生册》中
的题款和跋。共有十一段书法，其中包
括章草、隶书、行草和楷书。章草是学

《急就章》，隶书是元明时期流行的典型
风格，行草有些黄道周的影子，楷书是
学欧阳通的。

这一时期的书法有集中体现的另一
件作品是1674年（49岁）《个山小像》的六

段题跋。此六段题跋分别作于1674年~
1678年间。其中有元明时期铁线篆风格
的篆书，有董其昌风格的行草，有黄庭坚
风格的行楷，有元明时期流行的典型风
格的隶书。其中董其昌风格的行草可谓
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同时，黄庭坚风格
的行楷则有与欧体相融的迹象。

纵观这一时期的书法。其一，诸体
皆有涉猎。其二，基本还停留在亦步亦
趋的学古阶段。

二、融会贯通突破开创［1679年（54
岁）至1690年（65岁）］

此时八大的书法开始向魏晋取法。
作于1684年（59岁）的小楷《内景经》和同
期的《黄庭经》与之前的楷书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已经由整肃端严的唐法转为追
求随意活泼的晋韵了。方圆并用，神气
流走。而作于1686年（61岁）的草书《卢
鸿诗》和1688年（63岁）的草书《为镜秋诗
书册》，线条圆融、结体大开大合，极尽夸
张对比之能事，并且章草、篆籀笔意开始
融合。

三、成熟完善自成一家［1691年（66
岁）至1700年（75岁）］

1694年（69岁）所作的《临石鼓文》让
我们探得了八大成熟期作品风格的线质
的由来。此作用笔自由流畅，又不失厚
重润泽，充满生趣。可以推见，八大在这
之前对篆书做过深入的研究探索。1692
年（67岁）的楷书《千字文》和行书《与洁
老年翁轴》，1693年（68岁）的行书《临河
叙》，1697年的行书《河上花图卷长歌》都
明显的呈现了这种如“折钗股”般宛通而
凝练的篆书笔意。

四、苍茫古淡一派天机［1701年（76
岁）至1705年（80岁）］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八大在最后五年
的作品，如1702年（77岁）的《临索靖月仪
帖》和1705年（80岁）的小楷《程子四箴》、

《东坡喜雨亭记》，笔致朴拙率略，疏放清
旷，墨色枯淡，似不经意。无念、无相、无
住，澄明静寂，一派天机。

总之，八大书法愈老愈纯、愈老愈
高，返朴归真，气象高旷而不入疏狂，丰
神疏宕而不流于软媚，不激不励而风规
自远。回看八大的书法艺术之路，早年
入唐法，中年习晋韵，晚年融篆籀，近古
稀之年终得大成。

临 创 手 记

编者按：“阅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
晓声”，本期《上海书协通讯》开设“名篇新作”
栏目，每期刊登两位书法家临习作品及创作
作品，并同时刊登其临创心得。

▲临八大山人手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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