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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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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王方呈，1976 年出生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学士、硕士，中央美术
学院书法学博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副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市书法家协会楷
书委员会秘书长，徐汇区书协副主席。

陆居仁是元代时期松江华亭人，隐
居不仕，教授以终，人以高士目之。其
在书史上有名，但不是盛名，连生卒年
都不能确考，在今日书史评述之中，是
拥有一流水平而享二流书家之名的典
型。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其存世作品极
少，二是其书法风格特征不如其他书家
个人特点突出。在以风格化论成就的
今日书史观中，其寂寞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从传统以来的笔法传承来
看，陆居仁的个体意义就很重要，其在
元代达到的高度对时人以及后人都有
着深远的启示意义，传统这条大河静水
流深，不真正进入，往往只会迷恋于昙
花一现的波浪、涟漪。因此，对于陆居
仁的关注，深入探讨他的价值，无疑是
对整个书法史中核心笔法系统的关注，
这提醒我们，在每个时代中，书法生态
都是复杂多样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
更好地把握渊源、流变的各种关系，也

才能更好地看清当下，设想未来。
不过，书法当然不只是技法的问

题，谈论技法的深层目的是我们必须要
窥见不同书家在掌握核心技法之后自
运的过程中个体的差异，由此，个人面
貌就是一个自然释放的过程。就陆居
仁的书法而言，一种超凡脱俗的“简”成
为其核心的美学价值，带有一种“清贵”
之气的淡然放逸，大概就是其人品高旷
的写照，令人有世外之想。这里，书法
史中书法人格化与书法风格化作为两
种不同的创作思想，界线虽不绝对，但
差异性是不可回避的。明代中晚期以
降，中国书法全面进入风格化的大潮，
至今不衰，有许多现象和得失的思考，
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家必须面
临的。

就针对陆居仁行草书法的临摹与
相近的创作而言，对于“度”的把握至为
关键，不管是速度节奏还是提按转折，
不激不厉而风神萧散是其妙境，所以，
合理处理好虚实的关系，也就显得极其
重要。

临 创 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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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生，笔名逸之，嘉怡草堂主人，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理事，上
海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青年文联
委员，北京水墨公益上海市十大青年书法家，
文汇报上海文化新人榜成员。

我平时喜欢写行书，经常临摹的字帖有小篆、北
朝碑帖、二王书法及唐代楷书，养成了一种严谨的书
写态度。循序渐进中庸而稳健的学习方式确实省却
了学书道路上的迷茫，所以我是赞同临摹的根本意
义是在获得书法技术和能力，也是创作取得进步的
源泉。中国艺术讲究传统和继承，几年之前，我是很
在乎临摹的准确性，从选用材料开始到笔法、结构，
章法。尽力向古人靠近。就我的学书经历来说，之
前的做法对近几年的创作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但也
有人临帖不错也写了不少年头，就是难以摆脱字帖，
一离开帖就不知如何写了，这实际是不知在创作时
如何做取舍。很多人做法就是以借助当代人的流行
书风做为载体，这样出帖快，但雷同的太多，作为艺
术来说，是要有独立语言。孙过庭云：“古不乖时，今
不同弊”，书法需要溯其根源，追其宗本，勤于临摹，
心不厌精，手不忘熟。

如果谈书法创作感悟，若略有所得也不过管中
窥豹，方家见笑。优秀的作品肯定是建立在临摹之
上，向古典讨生活，特别是汉魏方面的经典，那种沉
雄多姿的气象，那种原始的冲动，但前提是你已具备
相当规模的内在深度，这样的接纳和结合可使你迈

入一个广阔的全新景象。若运用精熟，规矩谙于胸
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在笔先，潇洒流落，你所追求的
理想线条，造型多姿、起伏，字的轻灵，清而秀并活泼
流畅的种种表现会经常光顾你的笔端。于是我投入
对北朝碑及一些墓志铭的关注，并以二王系统，小
篆，汉隶，经典为功课，所追求的也就是那一缕内敛
的拙峻，清秀隽永的笔墨气息。就如一个人既颜值
高，又精气神十足，经得起细品。所以，每当工作之
余，一个人在书房，兴致来时我会让自己的所思所想
倾注于笔端，沿着魏晋风流的脉络，走向更加古雅静
穆之路，尽情挥洒，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虽无法比拟
他人之境界，然可写吾心。

我平时喜欢请教年长的前辈书法家，一起聊天，
聆听前辈的学书思想再进行总结，前辈们犹如一本
很厚的书，我听的都是老人家沉淀下来的经验总结，
再从中拣出适合自己的。当然学书技巧未必最重
要，但技巧练习是提高书法最有效的手段。字本无
好坏，只是有意思的人做一件有意思的事罢了！有
时犹如读懂法帖，像是与古贤把盏言欢，古贤为何把
某字如此写法？有时会忘情笑出来。只有喜怒哀乐
倾之于笔端，才能感染性情中人。

所以当代书法创作应当在广泛涉猎各类经典后
顺应时代。我们当争取“古为今用，面对当下，面对
未来”！

临 创 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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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五、作品要求

（一）书法作品

1. 形式不限，条幅、

中堂、屏条高度不超过八

尺整张（248cm），其中，屏

条不超过四屏，每屏宽度

不超过50 cm。

册页、手卷长度不超

过 240cm，高 度 不 超 过

40cm。横披长度不超过

180 cm，高 度 不 超 过 80
cm。斗方、扇面要求单

幅，不拼接，宽度不超过

80 cm。

不符合尺寸要求者

不予评选。

2. 小楷作品尺幅不

超过 138 cm×69cm，不宜

多幅拼接。

（二）篆刻作品

篆刻作品寄印稿 8-
12方，边款不少于4枚，贴

在 138 cm×33cm 的竖式

宣纸上。另附印蜕 1 份，

并注明释文。

已在专业书法报刊

上发表和入展各类展览

的作品不得再次投稿，一

经查出将取消入展资格。

（三）刻字作品

刻字作品材质为木

质，尺寸须介于 0.35×0.35
米（或 0.12 平方米，不含

边框）和1×1米（或1.00平

方米）之间，板厚不小于

0.04米。

请刻字作者交一张

四尺以内书法作品。

六、费用

此次展览不收取评

审、装裱等费用，限于人

力，落选作品一般不退，

如需退稿，请寄退稿费 50
元人民币。主办方在开

幕式结束后一个月内将

统一由邮局快递退稿，请

勿自行前往领取。

汇款地址：上海市静

安区延安西路 200 号 1 号

楼1104室

邮编：200040
收款人：陈佳欣。附

言上请写“退稿费”字样。

七、信息填写

1. 请在作品背面右

下方用铅笔正楷注明：真

实姓名、性别、身份证号

码。

2. 为便于准确登记

和及时联系作者，请认真

填写《上海市第十一届书

法篆刻大展投稿登记表》

（文末扫描二维码或阅读

原文下载附件），随作品

一并寄出。

八、作品评审（略）

九、作品展览

拟定于 2020 年 11 月

在中华艺术宫举行。

十、作者待遇

1. 向获奖作者发放

奖金，优秀奖 5000元人民

币，提名奖 3000 元人民

币，奖金均为税前。

2. 向优秀奖、提名奖

和入展作者颁发证书，赠

送本次展览作品集一册。

3. 非上海市书协会

员入展本次大展，作者具

备加入上海市书法家协

会的两次条件。

4. 将对优秀奖、提名

奖作者在有关书法专业

媒体上进行宣传。

5. 展览结束后，作品

退还入展作者。

十一、征稿时间

自本启事公布之日

起到 2020 年 9 月 15 日截

稿，以当地邮戳为准。

十二、投稿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

西路200号1号楼1104室

邮编：200040
电话：52353720
联系人：陈佳欣。请

在信封上注明“十一届大

展”字样。

十三、其他事项（略）

详见上海书协官方

微信网站

上海市第十一届书法篆
刻大展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