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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谈 学楷书 有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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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月下旬，我将在南京路朵云轩举
办楷书展，向大家汇报我学习楷书的体
会。我觉得，要写好楷书，不是易事，究
其原因，有六大难处。

一曰：楷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
论，馆阁之失也。试观魏晋人书，能各尽
字之姿态，何拘平正二字，妙在于平正中
寓险绝之姿态，正而不板，奇而不怪，则
幽姿秀色，自溢出于腕指之间，有胆有
识，方可臻此境界，然“险”决非不合情
理之变形与夸张，而在微妙变化之间，
此亦知常达变之道，胸中有浩荡之思，
腕下乃有奇逸之想，此楷法之一难也。

二曰：楷书不难于齐整，而难在于
参差错落中求齐整。其中有奇正、大小、
长短、阔窄、肥瘦、开合、伸缩、俯仰、向
背、浓淡、枯润、曲直、藏露、方圆、虚实、
疏密等变化，岂可大小一律，前后一等，
上下齐平，状如算子？魏晋书法之高，良
由能各尽字之姿态，不以私意参之耳，
此楷法之二难也。

三曰：楷书虽以静为主，但妙在静
中寓动。点画与点画之间，笔断而意连，

形不贯而气贯，其趣如水之兴澜，其体
如珠之走盘，笔笔能兜得转，盘纡于虚，
隔笔取势，空际用笔，为无形之使转，此
法从行草中来，火候到则呼吸灵，如风
行水面，自然成文，信手挥洒，头头是道
矣。血脉相通，楷法自活，另楷法亦有行
气，其方法从体势欹侧中来，于奇正错
落中行气自贯，行行要有活字，字字须
求生动，得势则无不如志，此楷法之三
难也。

四曰：楷书要力求点画外形挺拔完
美，但妙在内在之质感。点画两边不光
而毛，逆势涩行，自有无穷之韵味，所谓
“藏骨抱筋，含文包质”。黄山谷有言“笔
中有物”即是指形式内在之美，此法从
旁通篆隶中来，质之趣近古，惟质之中
藏者自能得赏音于千古。骨肉相称，文
质相谐，刚柔相济，雄秀相参是楷法用
笔之最高境界，此楷法之四难也。

五曰：楷书用笔当以沉着为主，沉
着则不浮，又贵在虚灵，虚灵则不板。书
写楷书妙在得一“韵”字，韵即一种和谐
之节奏，于起伏、曲直、藏露、轻重、徐疾

中展现生命之律动，节奏又可产生墨色
浓淡枯润之变化。从审美层次上来说，
“韵”又是贯穿整幅字中一种雅逸风度，
雍容自如，悠然自得，无丝毫着意之态，
如竹篱茅舍，老鹤疏梅，一种清气绝尘
寰，此楷法之五难也。

六曰：楷书妙在得古人笔意，又贵
在展自己之风神。晋唐诸家皆以石碑为
主，结构虽存，笔意全失，历代书家临
之，因理解不同，风格迥异，所谓“意”即
贯穿于整幅字之间统一笔调，或古质、
或奇逸、或清秀，或雄浑，是作者之想
法，审美观念、品位、性情、追求之自然
流露，亦是形成自己风格与面目之重要
因素，得古人形似不如得笔法，得笔法
不如得笔意，得古人之笔意，不如展自
己之风神，离形得似方为高手，此楷法
之六难也。

以上六难，须穷一生精力，全身心
赴之。若天能怜我，假我以时日，余当知
难而上，旁通篆隶以求其质，流溢草书
以挹其气，或能百尺竿头，更上层楼。而
书法以沉着为本，本立而道生。

! ! ! !近日，“似水流年———张复兴江南
水乡中国画展”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我
看到画家张复兴创作的一组名为《老屋
絮语》的新作（右图为其中一幅），和他
以前的水乡作品风格相比又有了新的
变化。张复兴以描绘江南水乡而闻名画
坛，因擅长表述江南诗性而被誉为“水
乡丹青诗人”。画作迷离、朦胧、灵动、明
媚，每一幅都蕴含着动人隽永的意境。

细析复兴以往的水乡作品，描绘的
都是寻常的景物：乌顶白墙、小桥轻舟、
烟柳曲水。他遵循的是超凡脱俗，令人
愉悦的审美意识，大自然美丽的细节，
由水滋养的和谐生态，一直是他画笔敏
感的触点。欣赏他的作品，我们很难找
到扭曲的形象，张狂的笔墨，或者对意
境的过度解构。青年时代他就熟读诗人
有关江南的浅吟低唱，更酷爱旋律曼妙
的古典音乐，从这种文化心理和情感表
达出来的，必然是韵味修长的书卷气
息，是氤氲首尾的感人诗意，可以说复
兴江南水乡的画风是对美的普世和经
典性别开生面的解读。

而新作《老屋絮语》则不同，作品的
调子是沉郁的，霭色迷漫纸面，令人感
觉到凄迷和神秘。河水幽幽、岸树幽幽、
蓬船幽幽，几处老屋相挨而立，歪歪斜

斜地独守孤独和冷寂。
画家对气氛的把握和刻画具有独

到之处。他并没有像其他画家那样，为
表现江南旧韵而精到地刻画老屋败旧
的蚀痕，也没有特意地描绘逝去的时光
留下的斑驳沧桑，而是以惯用的大写意
手法，极其舒展而自由地抒写与老屋相
关联的环境整体风貌。在这个整体遗风
中，每个细节又似乎都会生动地向你述
说自己过去的故事。

令人称道的是，画家表达内心的怀
旧情结，却不消沉，画江南老宅的幽深
和寂寞，却涂抹上一种明亮的当代情
致。他将光感不同寻常地运用到中国画
中，成为这组老屋系列的亮点。金色的
阳光，透过暖暖的天空，投射在台阶，石
桥、江面和舟篷上。这屡屡点点的光波，
让整个画面一下子光亮、灵动起来，似
乎将老屋所承载的诗意传递释放荡漾
开来，使人不由地想起了无数首脍炙人
口的佳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斜阳却照
深深院”。虽然他借鉴了西洋画类似伦
勃朗的聚光手法，但仍运用中国画的留
白，依旧表达了江南水乡的浓浓诗意。
所不同的是，画家在这里摆脱了传统笔
墨和自身程式的束缚，大胆创意嫁接，

使中国画具有了现代的话语。
“老屋”以沉郁的色调和略带感伤

的意味，颠覆了画家以往作品中轻盈、
明丽；以明炽的光感和深邃的空间强烈
对比，破解了感性形式的含蓄、温润。画
家不再以观者赏心悦目和画者情感的
自然表现为美学的至高追求。在人生和
艺术步入耄耋晚境，或许更注重形而上
的思考和对艺术本质的表达。

! ! ! ! 近年来，一
个群体正渐渐从
民俗瓷绘的历史
中走出来，独立
在陶瓷绘画的艺
术之路上探索。
在这个因展览而
聚集的群体中，
有一个代表性的
人物叫龚循明。
龚循明针对陶瓷
绘画作为严肃艺
术的探索，它桥
接了东西方文明

的形态耦合点，将陶瓷绘画作为器物装
饰的历史导向了陶瓷文化场域历史在
绘画部分的独立语法形成，并与西方架

上艺术在语言学维度上有了共性交叉。
如此，一个松散的艺术家创作交流团
队，一个完全迥异于景德镇历史传统的
陶瓷绘画流派几近形成；由此，一场全
新的展览“!"#$年度畅销榜陶瓷艺术家
上海联展”在上海拉开帷幕，一场风格
迥异的视觉盛宴在世界你好美术馆绽
放。龚循明，现任景德镇青年画院院长，
他书法功底扎实，笔力强劲，自具风采。
瓷画艺术更为出色，“奔马”神采洒脱，
独领风骚；“印象山水”的精彩夺目，自
成体系；缪野，将内心的感悟与景德镇
深厚的瓷文化相融合；王辉，独创“青花
分水泼墨彩”装饰手法；马丁民，中国高
温色釉新彩绘瓷画的创始人；盛炳华，
综合绘画功底深厚，作品生动传神、意
境深远。群星闪耀、异彩纷呈。“!%&$年

度畅销榜陶瓷艺术家上海联展”，将艺
术与市场交融，打造一场展示艺术新
星，见证未来力量的陶瓷盛宴。

&!月 '日下午，“!%&$年度畅销榜
陶瓷艺术家上海联展”由世界你好美术
馆、中国工艺艺术品交易所共同举办，
是世界你好美术馆打造“中国艺术跨年
交易榜中榜”的首发项目，是针对艺术
陶瓷品牌的重新塑造。“!%&$年度畅销
榜陶瓷艺术家上海联展”至 !%&'年 &

月 $日结束，致力搭建景德镇现当代陶
瓷艺术品交易、宣传推广、金融服务平
台。展览邀请到以龚循明为代表的景德
镇少壮实力派艺术家，包括缪野、邹庆
水、熊梦飞、王辉、杨武、马丁民、由翠
青、盛炳华、陈厚卿等 &(名青年艺术家
参展。

! ! ! !如今，我们读到印人所刻的“西
泠印社中人”无虑数百钮，而却是以
九十八年前吴缶翁为葛昌楹所作为
滥觞。与财力雄厚，能幸运地捕捉到
历史机遇，一举收购千余钮明清流
派印章的华笃安不同，近现代醉心
于前贤篆刻的收藏家们，大都经历
了铢积寸累、聚沙成塔的漫长寻觅
阶段，这些耗费一世心血的艺术珍
品，一些藏家最终将其无偿捐献给
了国家，为后人所钦仰。葛昌楹也是
其中的一员。

葛昌楹（#()!—#)'*）+字书徵，
号晏庐、望葊，别署以成室。浙江平
湖人。出身于藏书世家，祖父葛金
烺、父亲葛嗣浵，皆酷嗜古籍善本与
名人书画，家中专辟“传朴堂”与“爱
日吟庐”，庋藏经籍方志和古今法书
名画，聚书四十万卷有奇，被张元济
誉为“浙西之冠”。葛昌楹少年就读
于稚川高等小学堂，及长入苏州东
吴大学，民国初移居海上，与季弟葛
昌枌均为吴缶庐座上客。葛氏昆仲
温雅恺悌，酷嗜印章，又出之富裕的
书香世家，十七、八岁时即敦请年近
古稀的胡钁为其刻姓名对章。海上印人徐新周、吴
隐、丁仁、郑文焯、王大炘、赵叔孺、王福庵、吴涵乐与
之游并频频走刀。缶翁前后为其兄弟镌印达四五十
余钮，皆为精品，代表作“西泠印社中人”，就是年轻
的葛昌楹在成为西泠社员之后，缶翁于 #)#,年应印
社创始人吴隐、丁仁之请，刻赠葛氏者。此印不仅铭
记着数位西泠前辈之间深厚的金石友谊，而且已成
为每位印学爱好者魂牵梦萦的“天下第一名社”中人
的标志性符号。葛昌楹之名已与民国初期篆刻史无
法分割。
葛昌楹竭力购藏明清流派印章数十年，不仅对

闻名遐迩的大家作品网罗殆尽，对不出闾巷的隐逸
高手和以“诗文道德卓荦人寰，不以艺名而其印可
传”者，也尽心收罗。葛昌楹谨遵“宁慎不滥”的家
训，对一些“貌合神离，稍介疑似，辄屏不录”，以致当
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见到传朴堂藏印时，也赞叹其
“无一赝作厕乎其间，其鉴别之审慎又可惊也，为之
狂喜。”#)!$年，葛昌楹从收藏的两千余钮明清名家
手刻中，精选出 #!'位印人的代表作 -%%方，辑为
《传朴堂藏印菁华》十二册，与同道合辑的《丁丑劫余
印存》、《明清名人刻印精品汇存》，皆成为民国印坛
不可多得的重要篆刻谱录。此外，葛昌楹曾将自藏的
吴熙载、赵之谦两位篆刻大师的一百二十余钮刻印
汇为《吴赵印存》，并在 #)-*年重辑时，增加了印面
墨拓，称：“以治印谱者，仅朱拓印文，刀法未能尽显，
后世学步邯郸，第求貌合，不觉神离。乃复墨拓于次，
与朱拓相为表里。让翁浅刻，悲庵深入，二家刀法之
不侔，庶几呈现于纸上。”开创了印玺谱录之新格，为
后世印人在无缘见到原作时研究刀法，提供了珍贵
的范本。
葛昌楹极大的收藏热情也曾被某位制伪者所利

用。其藏印虽成百上千，但“仅限明清两代，宋元印一
无所得”。印人汤临泽窥中时机，采用旧犀角、象牙，
仿刻历代书画中宋徽宗、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
頫、王蒙，及明代吴门四家、董其昌等大家印鉴近二
百方，并不惜让同乡托儿于氏登门，胡编来源，谎称
“因藏弆甚秘，未为乾嘉诸老所见，故无谱录行世”，
使自认为古缘匪浅的葛昌楹欣喜万分，全盘收入，为
此还得意地辑成《宋元明犀象玺印留真》印谱，陷入
了尴尬的圈套。
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迫于生活的艰难，葛昌楹

无奈地将大部分珍稀的藏品转让给方节盦和华笃
安，只保留部分精华。至 #)'!年，出于对缶翁与西泠
印社深厚的感情，他将遗存的 -*枚明清流派传世之
作捐赠给印社，其中包括文彭“琴罢倚松玩鹤”、何震
“听鹂深处”、邓石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等经典作
品。这样一位不善刻印，却在印章收藏、辑谱上作出

杰出贡献的西泠印社
早期社员，是永远值
得后人尊敬的。

" 杨武#松下听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