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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法与诗词创作的关系，

他总结为五点：

第一、书法取法要切合人性。
他认为，一首好诗，第一个人把它写

成作品是好的，但大家都写这一首

的时候，就麻烦了。如违背人性去

写字，作品往往会背道而驰。钟繇

的字外鼓，王羲之中宫收紧。有人

用笔轻松，从帖开始；笔性重的，可

从篆书开始，这是天生的。笔性很

重要，比如写行草书，文词内容和书

法风格要达到高度的默契才行。秀

气的人写曹全碑，豪放的人写行草，

写“大江东去”就有气势。

第二、书法创作要选择合适的
诗词。他略带调侃地说，《全唐诗》

中能供我们写书法作品的也就两三

千首。“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不

能挂家里，“儿女共沾巾”“落花时节

又逢君”也不行吧？“春风十里扬州

路”是青楼诗。因此，我们学诗词书

法，要多查鉴赏辞典。杜甫的“三吏

三别”是政治高于艺术；唐诗中出现

“章台”字样就不要写它了，那是青

楼的别称、李商隐的无题诗很多是

写跟青楼女子的恋情。

第三、在善学中逐渐形成自己
的风格。叶鹏飞认为个人风格是自

然形成的。每个人都有风格，符合

书法要求的风格才是好的书法。以

前的老书家，为什么会退步？越写

越差？你不临帖，一旦形成习惯后

就很难改，成为习气。如果你认为

是特点，别人认为是习气时，就要注

意了。学颜的人，有几个学成功
了？只有何绍基把颜真卿写出趣味
来了，翁同龢把颜写死了。康有为
有革命勇气，用笔是“滚”下来；梁启
超把魏碑雅化了；齐白石把篆刻的
“冲刀”做到了极致，但你学不出来。

第四、读诗练字要感受时代气
息。“看书法，要看一个时代的印

象”。当代书法家的字很难做鉴定，

为什么呢？学弘一，十天可以学像，

但气息学不来。谢稚柳 60 岁学张

旭，后来把张旭的神态学到了，因为

他是写自己诗词最多的书家，诗词

帮助他理解了书法的神韵。

第五、要营造作诗的氛围。叶

鹏飞说他喜欢坐慢车，坐飞机太快

了，一想到几句好的诗想记录下来，

结果就到站了。张大千经常要求谢

稚柳题诗，这就是一种时代的环

境。古人信札，有的看不懂，其实是

一种唱和，那就是诗心。因此，写好

诗要有文化底蕴，又要有才气。写

书法时，遇到难写的字，要懂得“虚

化”或“浓墨”处理。

叶鹏飞强调诗词的魅力在于根

植于时代生活。如果将诗词局限地

理解为唐诗宋词一脉，那么，这样的

书法创作题材、这样的诗词境界必

将泯灭它的生命力。这样的治学思

路可谓是另辟蹊径，在书法史学上

具有开山立派之意识，同时对于书

法艺术和诗词创作的内在规律具有

透彻的历史洞见。

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

艺术，在汉字书写的笔法、结字、章

法和墨色的节奏变换中完成人的

精神创造和情感宣泄，书法学习与

创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将自

我生命融入到黑与白、点与线交织

的艺术世界。以此观之，书法不单

是实用的，更是审美的，不单是视

觉的，更是心灵的。书法“无色而

具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具有音乐

的和谐”，其所蕴藏的艺术精神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显

然，书法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塑造心灵、启迪智慧、完善人

格有着重要作用。

广东湛江的雷州自古文脉昌

盛。唐贤李北海，宋儒苏子瞻，戏

剧宗师汤显祖，道教祖师白玉蟾，

大师名家之流寓，人文日著，流风

余韵之下，形成了崇文重教，诗文

传道的文化品格。作为“中国书法

之乡”，书法是雷州文化的一张亮

丽名片。雷祖祠、十贤祠、天宁寺、

靖海宫、清端园，楹联匾额琳琅满

目，汇刻古今名贤，历史人文厚重，

书法文化环境浓郁。更有甚者，在

雷州这片红土地上，有周军、莫颂

军、曾如影等一批实力派书家努力

耕耘、无私奉献，他们办展览、开讲

座、编刊物、兴雅集，线上线下，交

互辉映，打造了重要的书法学习和

交流平台，营造出良好的书法文化

生态，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80

后、90后乃至00后的书法青年，雷

州书法代不乏人。

今年第三届雷州青年书法家

提名展，经过主办方近三月的组

织与筹备，应约参展者39人，其中

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2人、广东

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27 人（包括书

法硕士学历3人）、书法硕士学历1
人、书法硕士研究生 1 人、书法本

科学历 4 人、书法本科学生 5 人

等。可以看出，这是一支结构合

理、实力完备、后劲十足的书法群

体。综观参展作品，真草篆隶行

诸体皆备，对联、条幅、长卷形式

多样，临摹见其功力，创作彰显心

性。如此等等，见出这群雷州书

法青年书路广、方法正，彰显出青

年人之锐气与创新。

昔贤东坡论书云：“作书之

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

能尽妙。”书虽小道，然关乎学问

性情，诚望诸君锤炼技法，增广学

问，墨海扬帆，云天展翼，携手推

进书法美育，为提升雷州文化软

实力贡献才华与智慧！

为雷州青年书法家喝彩
■乔志强（岭南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

■曾坚 篆刻
《千载意求》

■蔡碧珍 行书
《李白诗》

■蔡砚清 行书
《陈眉公·小窗幽记》

■邓圣卿 篆刻
《不忘初心》

关于书法的讨论，永远都是众口难调。

不同知识背景和教育基础的书法爱好者，对

书法的理解角度和掌握程度千差万别，对于

如何判断哪些属于书法的水平问题，哪些属

于书法的个性问题，他们经常分不清楚。再

就是对书法史的源流不甚了了，来龙去脉及

风格演变弄不清楚，经常容易断章取义，或

者仅仅从个人好恶出发，难免发生各种偏

颇。对此，笔者的观点是，回到书写谈书法。

书法首先是写字，但书法不同于写字。

不少读者不愿意把书法和写字混为一谈，觉

得书法和写字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书法的

境界比写字高，但离开了写字，书法就是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是写字，写不出书法

家。只有在写字的基础上，经过艺术的提

炼，写出符合书法规律且具有书法意义上的

字，才是书法。古人把书法比喻为心画，譬

如杨雄在《法言》中谈到：“言，心声也。书，

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

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古人对于书法的

基本特点也有各种具体要求，比如，蔡邕强

调书法要有“势”，他在《九势》谈到“夫书肇

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

势出矣。”虞世南强调书法要有形态和法度，

他在《笔髓论》谈到：“字有态度，心之辅也。

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尽管不同的书法家和

书论家，对书法的本质与功能，各有不同的

理解。但是，书法是在写字基础上的更高要

求，这一点是有共识的。

书法对用笔、用墨的要求，并不是剥离

于书写之外的空谈。恰恰相反，笔法和墨

法，自古以来都是对书写的审美实践的总

结。普通读者容易误以为，到了书法的阶

段，书写就是“小儿科”“低年级”“原始阶

段”。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无论书法创作

到了怎样的高度，也都离不开书写的基本属

性。无外乎两个要素：第一，写出来的是字，

是可以辨识的，有读音、有造型、有含义的

字。第二，遵从于书法规律的字。所谓的书

法规律，就是长期以来经过历史积累和文化

沉淀而被广泛认知的规律，中锋、侧锋、提按

顿挫、涨墨、飞白……诸如此类的笔法和墨

法技巧，经过历史的延续和大众的接受，达

成了共识的视觉元素。在某种意义上，“书
写性”不仅是书法的基本属性，甚至也是中
国画创作中对绘画线条的审美要求。离开
了书写而奢论笔法和墨法，才是空谈。

书法的创作过程，也是书写者本人的书

写体验和情志表达的过程。韩愈在《送高闲

上人序》中谈到：“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正是

对书法家的这种书写过程的描述。众所周

知，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

稿》、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之所以成为天

下三大行书，也正是因为书法家在书写过程

中，借助于高超的书写技巧，寄寓了内心深

处的丰富情感，并通过书法线条、结构、章法

等视觉形式，把这些情感传递给了读者，引

起了读者的共鸣。非此，书法作品作为审美

对象的精神内涵，就无从谈起。

惟其如此，书法的学习和欣赏过程，也

是对书写的再体现和再体验。后人学《兰亭

序》，不仅是对王羲之的“仰观宇宙之大，俯

察品类之盛”的文字内容的感怀，也是对王

羲之的“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书法表现技

巧的一次次身临其境的感受。尖锋入纸、回

笔出锋、迂回曲折、果断顿挫、飘逸掠过、点

如高峰坠石、横如千里阵云，这个过程里的

种种体验，同样也是后世的临摹者们乐此不

疲的重要原因。

■刘寿堂（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叶鹏飞以诗词修养贯通书法大道

回到书写谈书法
■王嘉（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民国以前的书家大都具有以诗词修养为标杆的传统文化修
养，而今天的书家，能做到诗词书法均达至较高境界的却并不太
多。叶鹏飞先生可谓是以诗词修养贯通书法大道的一个特立独
行的书家。他曾写有《书法自古传文脉》一文，文中写到：“当代
书法正进入展览主义的时代，书法家的知识结构非传统意义上
的文人已成为普遍现象，书法作品有墨无翰成为了当代书法的
特色之一。”他看到了当代从事书法的人传统文化缺失所产生的
弊端，因而自身便身体力行，从跟书法结合得最紧密的诗词入
手，孜孜以求，打通诗词和书法之联系，从而实现诗词中见书艺
之韵味，书艺中窥诗词之灵动。

■叶鹏飞 草书七言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