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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书协常
务理事，上海市书协楷书专委会、草书专委会副
主任, 闵行区文联特约文化名人。

学习书法，清代钱泳说过这么一段
警世的话：“故学书全无帖意，如旧家子
弟，不过循规蹈矩，饱暖终身而已。”此
说，即学习书法如果不临帖，规规矩矩的
没有一点想法和思考，那么学一辈子书
法仅仅是自娱自乐，每天周而复始，饱暖
终身罢了。

对于学书临不临帖，有一件事于我
印象深刻：一位以前在我印象中写得很
不错的学生，两三年后给我看他的作品，
但见龙飞凤舞，有几幅张扬激烈更是俗
不可耐。看完全部，我问了他一句：“怎
么临帖的一张也没有？”

学习书法必须要临帖，即使水平高
了，也并不是就不需要临帖了。更苛刻
的事实是：一辈子学书始终要临帖，渐渐
不临帖，就渐渐排到队伍后面去了。林
语堂引黄庭坚的话说得好：“三日不读
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因此对书
法人来说，无论面对何种情况，临帖是一

辈子的事。
所以，我现在教学生，课堂上讲的内

容全部是临帖，示范的字全部是帖上的
字，也从来不在学生面前写自己风格的
字，也一直谢绝给学生开稿。坚持临帖
是我教授书法的唯一内容，取得的一个
明显成效是：如果说我的楷书有一点自
己的风格，但没有一个学生写得像我现
在的字。

从我自身来说，40 年的学书经历就
是 40年的临帖过程。至于是如何临帖，
我在临写过程中想法很多，一些当时以
为很有效的方法，也时常被自己否定。
但是在大方向的把握上，始终锁定正确
的坐标，其中两点印象深刻。

第一，选帖决定着学书法的方向，选
错就会在十字路口徘徊痛苦。古贤总结
得失说：“学书须临唐碑，到极劲健时，然
后归到晋人，则神韵中自具骨气，否则一
派圆软，便写成软弱字矣。”回顾以往，学
书早期我选择唐楷，后面大量的时间写

“钟王”，但是我在写“钟王”的过程中，仍
然不间断地写唐楷。这样的一个临帖过

程，首先能让我现在的小楷面貌有点与
众不同，其次我还能把小楷放大到四五
厘米这样的格局。（一般学“钟王”、钟绍
京、王宠、文徵明小楷者，都很难把小楷
写大，就像我现在的楷书也很难把它写
成十厘米左右的大楷。其中的谜团必有
艺术规律的内因，我很多时间陷入这个
谜团苦苦思索。）这两点都是我坚持写唐
楷的原因。所以现在有学生问我选帖的
问题，我都毫不犹豫地回答：“首选唐
楷。”千百年留下来的翰墨精品，有了像
唐楷这样的一个基础，接下来什么字帖
都可以临。但前提是所选的帖本，必须
和你的学识、理智、审美是一致的，和你
的性格、灵赋、情感是一脉相承的；反之
人云亦云、时常换帖，就是错误的选择。

第二，临帖必须到位，正确的笔法都
在你临的字帖里。如果外表已经临得很
像，还不能说正确的笔法已经掌握了。
更深层次的内藏机关是：临写出的形态
还必须和原帖笔法动作原理是一样的。
用笔的原理首先要看清、看懂原帖点画
是怎样的笔法动作（绝不仅仅看点画的

表面形态），然后按看懂的这个动作贯通
笔势，一气呵成。如果动作过程，丝丝入
扣，一一合拍，那么你和原帖当时创作的
情感也是一样的。这个和原帖点画一样
轨迹的用笔步骤，是一个精神送导的过
程，所谓气息、神韵和原作者高度一致。
只有达到了这个高度，才能说正确的笔
法你已经掌握了。清代朱和羹说过这样
两句话：“结体之功在学力，而用笔之妙
关性灵。”即笔法和精神相连，笔法不是
机械的模仿，“笔法之妙关性灵”，真可
谓一语中的，抓住了要害。

临帖不能“循规蹈矩、饱暖终身”。
临帖必须学会思考，不思考就是朝着“馆
阁体”的方向走。在这，还有一个问题就
是你的思考点的基础在哪？《书法报》的
张波兄曾跟我说过这样的话：“看你的水
平如何，就看你平常和谁混就可以了。”
我以为他说的太好了。你和投稿的高手
在一起，那你就经常出没在当今的展览
会上；如果你没日没夜地和钟王、苏黄、

“唐宋八大家”在一起，那么书法界几十
年间的目光就一直会关注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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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书节临褚遂良《孟法师碑》

“全国第一届青少年
书法作品展”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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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0月生，上海松江人，毕业于上海师
范大学中国书画专业。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松江区文联副
主席，松江区书法家协会主席，上海市青年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松江区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
的文学家，书画家。书法擅长行书、楷书，
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苏轼
在书法上的成就显著，为历代书家所重视，
影响甚远，延续至今。余习苏多年，略有体
会，与书友分享，以求教之。

一、书法特点
苏轼的书法风格特征明显，我们看他

的书法，给人第一印象为用墨丰腴，线条厚
重，用笔精到，极少有枯笔的出现。其次结
体扁平开展，笔画舒展飘逸，常有左低右高
的侧势和左伸右缩的笔画出现，可谓是自
得其趣。再则，章法上轻重错落，大小悬
殊，疏密之间，相得益彰，作品中经常出用
笔一重一轻，字体一大一小错落分布的韵
律感，正如其所说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

二、取法古人
临摹古帖是学习书法的重要手段，从

古到今莫不如此，苏轼也不例外，所以，要

学习苏轼的书法，除了了解他的风格特点
之外，更要关注其书法风格形成的原因，溯
其本源。苏轼的书法早期学习王羲之的

《兰亭序》，取其姿媚，其书法作品《前赤壁
赋》就得兰亭意；小楷师法钟太傅，追其萧
散简逸，我们常说苏轼的字扁平，即受钟太
傅的影响；后苏轼又法颜真卿书，得其刚阳
雄浑之气，天真烂漫之趣，这在苏轼的大字
作品中尤为明显，山谷有云：“东坡大字得
颜鲁公《东方先生画赞》笔意……”除此之
外，李邕、徐浩、杨凝式，甚至是与之同时代

欧阳修、蔡襄等都是苏轼取法和汲取营养
的对象，所以我们看苏轼流传下来的作品
以楷书和行书居多，这和他取法师承的对
象有直接的关系。

三、文人尚意
众所周知，宋人的书法其核心就是“尚

意”，而苏轼又是“尚意”书风的倡导者和先
行者，“意”，不拘于形，求变创新，不死守法
度。苏轼在谈到自己的书法时就曾说“我
书造意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书初无
意于佳乃佳”，他的艺术取向是形成苏轼

“尚意”书风的重要原因，这在学习苏轼的
书法时要特别注意去体会和揣摩的。我们
看苏轼取法古人，不是完全照搬，不求形
似，但取其意，“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另
外，深厚的文学修养，“禅”意的深刻理解，对
于苏轼书法的滋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是形成“尚意”书风的重要原因。

我们说临摹是学习书法的不二法则，
学习苏轼的书法，除了要关注其书法本体
的要素之外，更要领会苏轼的艺术思想和
形成的原因，从中寻找方法，汲取养分，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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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诗一首

▲临苏轼《跋陈公诗》 ▲东坡跋山谷草书一则 ▲临苏轼《次辩才韵诗》

▲苏轼诗四首

一、举办单位（略）
二、组织机构
1.组委会“全国第一届

青少年书法作品展”组委会
由举办单位的有关成员共
同组成。2.评审委员会和
监审委员会由中国书法出
版传媒在全国范围内聘请
有影响的书法家，组成评审
委员会和监审委员会，公
平、公正、干净、清朗开展评
审和监审工作。

三、征稿要求
1.投稿范围全国10周

岁至 18周岁的青少年，投
稿一律使用真实姓名。2.
作品要求本次征稿仅收毛
笔作品，书体、形式不限，最
大尺寸不超过六尺整张
（180cm×97cm）。内容自
选（健康向上的古今诗词、
楹联、文赋等），倡导书写中
小学教材中的诗文内容。
弘扬真善美，书写正能量。
3.填写信息（1）请在作品背
面右下角用铅笔正楷注明：
作者真实姓名、性别、年龄、
学校、年级、通讯地址、邮
编、联系人、联系电话。（2）
为便于准确登记，及时联系
作者，请认真填写《“全国第
一届青少年书法作品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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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cagov.com.cn、中国
书法出版传媒官网 www.
zgsfcbcm.com、《中国书法
报》官 网 www.zgsfbs.cn、

《中国书法报》微信平台、
《中国书法》杂志微信平台
下载）。

四、评审
1.由中国书法出版传

媒组织实施。2.评审分A、
B两组，A组为15周岁至18
周岁，B组为15周岁以下。
3.本次展览拟从来稿中评
选出入展作品 300 件左
右。4.为确保入展作者创
作水平的真实性，本次展览
综合评审前 100名的作者
须参加面试，面试将采取复
写投稿作品的方式进行，严
查代笔等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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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面试评委确定，复写
作品与投稿作品有较大差
距的，取消入展资格。面试
的食宿费用自理，中国书法
出版传媒将给予一定金额
的交通补助。

五、展览与出版
本次展览将于2020年

9月在山东省临沂市举行，
同时出版《全国第一届青少
年书法作品展作品集》。

六、作者待遇
1.通过面试的作者可

推荐参加中国书法出版传
媒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的中
国书法家协会书法等级考
试，相关考级费用由中国书
法出版传媒承担，考级详情
另行通知。2.向通过面试
的作者赠送由中国书法家
协会编写的价值1690元的

《中国历代碑帖技法导学集
成》一套（60册）。3.向全部
入展作者颁发证书。4.向
全部入展作者赠送本次展
览作品集一册，并邀请参加
展览开幕式（费用自理）。

七、征稿日期
本启事自公布之日起

征稿，至 2020年 7月 10日
截止，以当地邮戳为准，不
受理逾期投稿作品。

八、收稿地址
收稿地址：山东省临

沂市兰山区砚池街21号王
羲之故居院内临沂市书法
家 协 会 电 话 ：0539-
2069908 收稿人：胡振久
15269976638、 杨 天 鸣
15092879201 邮 政 编 码 ：
276002

九、其他事项（略）

讣 告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会员、奉贤区首届书法家

协会主席，第二第三第四

届奉贤区书法家协会名誉

主席蒋辉尧因突发脑溢血

引起心率衰竭，经抢救无

效，于3月29日18：55时
逝世，享年8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