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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结构是书法的基础
线条则是书法的生命

收藏周刊：您从事书法教育也有很

多年，深谙书法的传统之道。但社会上

也不乏存在一些书法乱象，例如江湖书

法，表演书法等等常有出现，不知道您是

否也注意过这类现象？

陈春盛：这种现象确实引人注意。

但近年来，中国书协和书法界的专家学

者都有意识地倡导正统的书法观念。可

以说，2016年是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出现

了很多书法表演的现象，例如射书等。

然而，2016 年，在中国书协换届大会上，

就明确提出了“植根传统、鼓励创新、艺

文兼备、多样包容”十六字方针。会上还

倡导“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

国人”。因此，从 2016年之后，书法乱象

逐渐减少了。

收藏周刊：要学好书法，应该注意什

么？学习书法应该如何入手？

陈春盛：学习书法始终要从传统入

手，具体操作就是要先临摹经典书法。

有的人书法写了一辈子，最后还是没写

好，主要原因是没找到窍门。

我教学生，一直强调，要学好书法，

一定要抓住三要素：结构、用笔、章法。

结构是指文字的具体布局，文字结

构的布局是有基本原则的。当年我学书

法的时候，听到曾景充老师讲到这个问

题，让我恍然大悟。

用笔则包括笔法、线条、浓淡干湿、

轻重虚实，还有书写的节奏等，书法的水

平高低，关键还是在于线条本身。如果

说，结构是书法的基础，线条则是书法的

生命。

章法，是指书法作品的整体布局，包

括落款、盖章的处理。

如果线条能写出像藤条一样
那就是最好的

收藏周刊：您说线条是书法的生命，

那评价线条的标准，又是怎样的？

陈春盛：线条要立体，有力量、有韧

性、有张力。那么，怎样的线条才具备这

样的特点？比如一条钢筋，它很有力量，

也很立体，但它并不是最好的，因为它太

生硬，没有弹性；再如一条绳子，它放着

的时候，也算立体，但它也不是好的，因

为它没力、太软，更谈不上张力；最好的

应该像藤条，既立体，表面不光滑，有韧

性，有力量，也有弹性。所以，如果线条

能写出像藤条一样，那就是最好的。我

挥毫时，常会联想到唱歌。如果线条用

歌声形容，那么细线条最好能写出像邓

丽君的歌声一样，轻声的时候，很清晰，

也有韧性，非常有韵味；粗线条就像戴玉

强的高音，粗犷、雄强，有很强的穿透力。

收藏周刊：近期网络上流传着很多

公共平台的主题或标语用一些不太规范

的书体，引起了行业的一些讨论，在您看

来，书法的审美标准应该包括哪些？

陈春盛：可能面对不同的受众，标准

会有点不同。例如专业领域与平民大

众，就会有不同。有一些书法，从大众的

角度看，可能是歪歪扭扭的，但实际上，

深入研究，可能某些“歪歪扭扭”是有专

业的道理的。而我自己则认为，最好的

书法应该是雅俗共赏的，应该具备“正而

不板，奇而不怪”的特点。很多人写“正”

的书法，容易呆板，另外，从“平正”到“奇

险”的转变，也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标，但

里面有个度的问题，追求过了就容易怪，

恰如其分则是“奇”。

回到书法审美标准的问题，其实我

们回看历史经典，也能总结出一些规律

来，历代能留下来的书法作品绝大部分

是符合人民大众审美的。最近几十年的

书法，也可以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

最后谁能留在历史里，那就要把作品放

到书法历史的长河里比一比，看是否符

合相应的审美法则。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尽可能探索出个性

收藏周刊：谈到传承，可能也要谈创

新的话题，您认为书法如何才能创新？

陈春盛：我认为书法继承重于创新，

书法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而且在

我看来，书法也不存在颠覆性的创新，充

其量只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风

格，能在个性的基础上形成个人风格，已

经很难，至于是否属于创新，那也是后人

的评价。书法风格，其实是水到渠成的，

急于求成的“创新”充其量也是空中楼

阁，立不住。

收藏周刊：您个人在书法创作上，如

何探索？

陈春盛：多年来，我一直根植传统，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尽可能探索出自

己的个性。记得有个艺术家总结很有

道理，他说“艺术＝手＋脑＋心”。如果

只用手，那只是制造；如果手+脑，就是

技术；只有手＋脑＋心才是艺术，也就

是说只有融入作者的情感，才是艺术。

因此，书法要写出个性，前提就是要先

融入艺术家的情感。

相信广东书坛
一定能再创辉煌

收藏周刊：广东书法曾经一度影响

全国，那么，目前的广东书坛，您认为在

全国处于怎样的位置？

陈春盛：如果说上个世纪，广东书坛

在全国是具有领先地位的。广东书坛可

以说群星闪耀，名家辈出。在书法界的

不同领域，都有杰出代表，名气响当当。

最典型的是 1957 年，中国和日本有一场

两国合办的书法展览，中国送展 100张，

其中，广东占了 18幅。如此高的入展比

例，其他省份无可比拟的。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重视书法，采取

各种措施，促进了书法的发展。广东也

是一样，近年来，涌现了很多具备潜力的

人才。

我相信广东的书坛一定能再创辉

煌。

广东省书协副主席陈春盛：

书法创作要有个性，需先融入情感
6月26日，按照约定时间，收藏周刊记者来到了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春盛的工作室所在的大楼，走到工作室门前，只见大

门虚掩，透过门缝，记者看到了工作室里站满了人，他们里外数圈，围着陈春盛先生，请教书法的问题。后来了解得知，这些都是跟着
陈先生学习书法的学员，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都是从省内各地前来求学，每周就这么一天，已经持续好些年。因此，他们几乎都想利
用好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陈春盛除了自己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深有心得之余，从事书法教学已经多年，对书法的教与学均有自
己深刻的见解，接受收藏周刊专访时表示，书法创作想要有个性，需先融入个人情感。

陈春盛 广 东 澄 海

人，研究生毕业。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广州市书法家协会原

常务副主席、广东书法院特聘

书法家、广州市政协书画院副

院长、广州美术学院外聘副教

授、岭南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

长、广州航海学院和广州城市

职业学院客座教授、广东省学

校美学教育专家库专家、“广

州市艺术名家进校园”艺术

家。第十、第十一届广东省政

协委员。

曾得到李伟、李家培等名

家的悉心指导。自1984年开

始，作品曾多次在国内书法比

赛获奖并在各种报刊发表。

1989年获得文化部颁发的群

众书法比赛优秀奖牌。2004

年获得“广州文艺奖”。出版

有书法专集11册。书法作品

被国内外博物馆等专业机构

收藏。近年来，常被邀为国内

许多地方政府大型碑刻、公园

景点、寺庙和祠堂牌匾书写书

法作品。大型碑刻代表作有

《红军长征过粤北赋》《粤剧博

物馆碑记》《车陂龙舟赋》《澄

海奥飞市民广场碑记》等。

■陈春盛隶书《车陂
龙舟赋》实景图

■隶书《唐王维过香积寺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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