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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1983年生，江苏邳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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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金山区学校书法教育研究交流指导中心负

责人

作品如何做到精？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容易
做到熟，而不容易做到精。因为熟是机械的、客观
的、可期的，而精则是虚幻的、主观的、莫测的。也就
是说，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自己会有把握创造出怎样
一幅自己较为中意的、符合一种设计的作品，无论如
何通过什么途径，我们总能达到这样一种目的，这就
是熟。熟是书法的基础阶段，它是书法走向自觉的
一个必然通道，只有熟才有可能精。精则不同，精体
现的是人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对个体来说，这种作品
往往是意想不到的所谓无意于佳，再书不得的一种
状态。对于其存在来说，熟是一种常态，它能够展现
作品的基本风貌和神采，而精则难得一见。首先，我
们将训练自己如何达到熟的状态，这种熟是建立在
对书法客观的认识基础上的。路子不能走偏，然后
深入。正如古人，池水尽墨，非有一番苦功夫，是很
难达到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所应追求的是一种精
的境界，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精有不同的体
现。我们纵观历代经典著作，它们的风采各异，却都
是力作、不经意之作，但都不是应酬之作。就是说，
首先应该有精品的意识，有做百年想、千年想的胆
识。当然未必每一件作品都能遂愿，但没有这种念
想，也许书法创作就容易走偏，甚至走火入魔，稍轻
一些，则流于恶俗。其次应该真，所谓的真，是一种

真实的状态。比如说，心境平和的状态下，非要去制
造一种涂涂抹抹的效果来，那就是一种假。书法不
是纯艺术，它必须真才能完美地体现出作品的魅
力。这种真还体现在作品的面貌上，对古代经典来
说，为何历朝各家一脉相承，却面貌各异，总能体现
出其唯一性，那就是真。美有万种，未必每个人都会
通吃，总会有所偏爱，而自己所偏的部分就是自己内
心所真正向往的部分。要把这种偏爱用自己独特
的方式展现出来虽然有相当的难度，也需要极大
的勇气，并非没有希望，只要放得下心中所有的顾
虑，放胆为之。有时候“豁出去了”反而会有意想
不到的效果，有时候“随他去吧”却是获得精品的
一个不可多得的手段。如果我们不能按自己内心
真实的审美标准去对待创作，那么无论如何去打
造一件作品，都是徒劳的，没有任何价值，是浪费
时间的。当然，真实的状态我们在任何时期都可
以、也应该让其呈现出来，这就需要有远见。不是
等万事俱备，所谓的等学富五车，等博览百家、精
通一体，有了自己成熟的思想体系后再去实践，再
去努力写，那为时晚矣，相信自己在任何时期都可
能有精的作品出现。当然，这种精的作品，首先是
能打动自己的，至于能否打动别人，能否打动历
史，完全不用去管，因为它既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我们有理由自信其生命力的长久。所以，我觉得书
法的经典性，就在于其精熟，这是客观前提。能精
熟，则离经典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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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龙飞，1988年生于甘
肃天水，斋号七晋堂，现为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
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市书
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浦东新区书法家协会
理事，上海市青年书法家协
会副秘书长。书法作品曾入
展与获奖情况：入展第七届全
国书法新人新作展、入展全国
第四届青年书法篆刻展、入展
全国第三届册页书法作品展、
获上海市第七、八、九、十届书
法篆刻大展优秀奖、获“周慧
珺”杯上海市中青年册页书法
大赛一等奖。

学书数载，于“二王”书法用功
最勤，晋唐以后，书法皆出“二王”一
脉。《圣教序》是学习行书绕不开的
经典法帖，浸淫多年，尤为迷恋，心
摹手追，通临过、精临过、逐个研究
过。每隔一段时间，每换一个地
方，我必重拾圣教，似乎有汲取不
完之营养。圣教序是刻帖，每个人
临写都有各自的面貌，具有开放性
的空间。近来，我试图打破以往刻
意追求形似的临写方式，以书写性
为主导去临习，像不是追求的主要
目标，特意追求自然书写后呈现的
符合书法审美的随性面貌，这种随

性中夹杂几分书写习惯，又能兼顾
《圣教序》的取法，单字又经的起玩
味推敲，我想这样的临写是更有意
义的。带着这种尝试，我将《圣教
序》缩小来写，放大来写，在平常练
字的纸上顺手挥写，怡然有所得，
渐渐进入一种状态。用了几天的
零碎时间写完通篇，装帧成册，以
成记忆。回头再看，有得也有失，
在法度与自我、着意与自然之间，
能恰到好处太难，差一分就是芸芸
众生，做到了就是一代大家。我辈
只是学到一点皮毛，在这个浩瀚的
海洋里，感觉自己就是一颗沙粒，
唯一需要我做的就是不断学习和
丰富自己，敬畏古人前贤留下的宝
贵遗产，临习不止，探索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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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五届青年书法
篆刻作品展览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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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书法家协会

辽宁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

二、组织机构（略）

三、征稿要求

1. 年龄要求

年满 18 至 50 周岁

（即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1970 年 1月 1日间出生）

的中国公民均可自由投

稿。

2. 作品要求

（1）征稿范围：投稿

作品分为书法、篆刻两个

部分。

（2）内容：

青年展秉持“植根传

统，鼓励创新，艺文兼备，

多样包容”的创作理念，

彰显中华美学精神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

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作

品。

提倡投稿作者自撰

书写内容，文白均可，内

容要追求真善美，传递正

能量。诗、词、曲、赋、联、

文等体裁不限。亦可书

写 健 康 向 上 的 古 今 诗

文。书写时应注意使用

权威版本，保持内容的准

确连贯和相对完整。书

写非自撰内容应在落款

处写上原作者姓名及篇

名。投稿作者应当遵守

《民法总则》与《著作权

法》等法律法规，确保书

写内容不存在著作权、名

誉权等争议和纠纷。因

书写内容或形式等而产

生的任何纠纷，均应由投

稿作者本人负责。

（3）规格：

①书法作品：投稿作

品请投寄作品原件，尺寸

为 8 尺整张（高 248 cm，

宽 129 cm）以内，一律为

竖式。小字类（单个字径

一般在2cm以内）作品尺

寸 为 4 尺 整 张（ 高

138cm，宽 69cm）以 内 ，

一律为竖式。手卷作品

尺寸为高 35cm 以内，长

度 248cm 以内。册页作

品成品尺寸每页高宽不

超过 40cm，正文页数为

5—12 开（10—24 页）。

手卷、册页作品入展数量

一般不超过本书体入展

总数的百分之六。所有

作品请勿装裱（册页除

外）。不符合尺寸要求者

不予评选。

②篆刻作品：篆刻作

品寄印稿 6-10 方，附两

个以上边款，贴在 4尺对

开的竖式宣纸上。已入

展过中国书法家协会主

办展览的印稿不得再次

投稿。评审结束后由组

委会通知入展者寄篆刻

原石 1方参展，不寄原石

者视为放弃入展资格。

3. 投稿数量

每位作者限投作品

1 件。征稿期间不办理

换稿、退稿等事宜。

4. 费用说明

（1）青年展不收参评

费。

（2）投稿作者如需退

稿，每件作品需汇寄退稿

费人民币 60 元（其中 30
元为作品邮寄和包装费；

30 元为邮件保价费，保

额 3000 元，用于作品在

回寄过程中发生遗失、损

坏等意外情况赔偿），退

稿费汇款单复印件应会

同作品一并寄出。凡在

投稿时未汇寄退稿费的

不予退稿。

（3）入展作品（含篆

刻原石）不退稿，由承办

单位或其指定者（合称收

藏方）收藏。

（4）入展作品已经交

纳退稿费的，由退稿单位

将退稿费退还本人。

（下转2-3版中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