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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谭
! ! ! !胡小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长!学术主持）：各位好，今天这个
展览非常有特色，尽管规模不大。我
觉得两位先生是当代中国书坛、印
坛的翘楚，非常有影响力，他们在创
作上一定有不少心得，下面，学术互
动正式开始。

书法艺术是精神产品
刘一闻（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博物馆研

究员）：刚才我在现场讲解的时候，
确实说到艺术是小部分人可以做的
事，原因是什么？那是因为严格意义
上的艺术所需要的，不是通常人的
思维方式。如果你是技能型的思维
模式的话，可以做的事也不少，你也
可以去做同属美术大范畴的工艺美
术，并且一样可以做得很好，因为彼
类艺术或许不需要你在思绪亢奋、
激情满怀的时候去做。因此，难就难
在我说的这一类创作除了跟情绪相
关之外，还跟你的养学识见有关，跟
个人的修为更有关系，所以艺术，尤
其是传统艺术，决不能把它仅仅看
作是一门技术性的手艺活。看来，当
我们面对这门艺术的时候得好好思
索，因为它是精神产品。

鲍贤伦（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浙江省书法家

协会主席）：我的身份规定了我要
每年做一些展览，这些展览通常是
为我们的会员向社会整体性展示创
作能力，表达一种对社会的关注和
应有的付出等等。但是今天的展览
和平时做的展览确实是非常不一
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展览更
能够满足我作为一个书家个人的意
愿，能够和彼此惺惺相惜的人共同
做一件事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我
和刘老师各自搞各自的创作，但是
在我们基本的艺术思想方面，以及
对于作品的判断方面有很多的相似
相近之处，你要找到一两个有共同
见解的人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除了大规模的展览以外，确实是应
该意气相投的几个人来办，艺术思
想和人品交流合为一体，这才是文
艺的题中之意，做艺术本来就是要
成全人和人的整体素养，这是我的
一个深刻体会。
另外，我们以前办展览的方式

也比较单一，现在的展览办法不一
样了，今天我们各自 !"件作品，我
觉得以后有可能的话可以更少，其
实艺术的东西要看得深入，看得会
心，两三件作品就可以了。

刘一闻：是的。若干年以前我
在日本办展览时，曾收到一封请帖
请我去参加一个画展开幕。到了画
展的现场，我很惊讶，一共只有三
件作品，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展览形式。我就问翻译，我说你请
教一下主办方或者画家，怎么只是
三件作品？这时画家抢先发言了，
他说这三件作品已经足够代表自己
的思想和创作水准了。那次对我的
触动很大，其实办展览作品不用
多，规模也不一定求大，只要你的
作品能足以反映你的创作水准和思
想高度就行。

鲍贤伦：我们的社会活动方式
应该多样化，我们只要有合适的对
象，如果一两件作品有足够的艺术
容量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观赏者
动容，并不一定要展厅人头攒动，
三五同好、一两小时，可以在一种
艺术之美中来来回回，那是一个多
么诱人的境况！

对古代资源的基本解读
观众：我想请问一下鲍老师。

很高兴在您的北京大展之前就参加
过一次对您访谈，您谈到自己在学
习书法的时候会面对众多的风格，
从它们当中汲取营养时就好像是寻
访一个个的村落，如果吸引着您，就
会停下来欣赏，停下来品味。那么能
不能请您谈一下哪样一些村落会对
您产生吸引，以及它们的吸引力是
在什么地方？

鲍贤伦：我的这个说法有点比
喻，我总的一个意图是，当代的创
作比较容易有一种当代人自作聪明
的东西，这种东西形成的主要原因
就是对古人的深入程度不够。包括
我自己也有这么一个过程，常常觉
得自己什么都写过了，笔法都知道
了，其实不然，有很多东西只是似
曾相识而已。我自己对于秦汉那段
做过一般的浏览工作，我觉得这个
浏览是必要的，首先要浏览一遍，
在浏览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两处景观
打动了你，你特别有感觉，然后就
做下去。

观众：哪一种风格是会特别吸
引您？

鲍贤伦：我原来学汉代简牍的
时候其实很容易兴奋、很容易激动，
后来我觉得大家都在激动，就感觉
没有意思了，就走到了秦代，秦和汉
相比有一个大气氛，丰富性和汉是
不能比的，因为它在前，在古，意义
上有一点不一样。

刘一闻：我来补充一下，那次
鲍老师在北京开个人展览的时候我
也在现场，事后还办了一个理论研
讨会，我也是发言人之一。还记得
当初我说了这么一段话，“鲍贤伦
先生的创作素材大体是简帛书，也
有人试图表现过简帛书体，但是无
论从面貌完整、风格强烈，还是从
难度、高度上讲，恐怕都不及鲍贤
伦。我要特别说一句，鲍贤伦的书
作已经远离描摹、挪移之境，并且
完成了再创造的完整过程”。把简帛
书作为一种创作样式向来很难，难
在哪里？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文字
的原有性。所以，如果不难那就要
靠你的智慧，如果不难那就要靠你
的借鉴本领。在艺术创作上，借鉴
是非常重要的，借鉴从面上讲似乎
只是指临摹手段，其实如果真正到
了高水准的借鉴，那就是最终创作
的遗貌取神的实现。鲍老师做到
了，这非常让人钦佩。

鲍贤伦：刘老师讲的意思，对
古代的资源要有一种基本的解读能
力，否则的话学习就无从谈起，哪怕
你是误读也不要紧，但是一定要有
将自己的主体性放进去的阅读，这
是第一步。第二步，你的阅读能力、
你的解读能力一定要变成你的转换
能力，你有这种转换能力的时候才
有可能突破依据稀少的问题，因为
这已经是一种能力了，可以不断地
生长，不断地裂变。回到秦代的东
西，其实写秦真的蛮辛苦的，很多秦
简其实也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有很
多相似性，但是怎么能够单靠“秦”
来打天下呢？问题是你不说秦，别人
也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东西。关于
村落的问题又扩大了，汉代的一些
写法在今天有的反映出来了，有的
没有反映出来。比如波画，波画是最
外在、最惊心动魄的笔划，我为什么
轻易地放掉，是为了符合我在一段
时间内的主体艺术语言的营造，所
以才先放掉。有必要的时候我可以
再做一个系列，做一个波画系列，也
可以再做一个草化系列等等。我不
太同意隶书碰到了楷就不行了的论
断，这个说法太武断了，其实隶书里
面各个风格都包含了。

学习古人与个人情调
观众：刘先生，您好，我平常

非常喜欢您的作品，您的篆刻作品
表面看十分雅洁和充满古意，如果
再进一步看又有自己的性情所在。
有一个问题，怎么样把握个人情调
和学习古人的关系？

刘一闻：每个喜好印章的人都
有一个认识印章本身的过程。我最
早喜欢刻印章，大概是小学四年级、
五年级的时候。后来稍微大一点，大
概也就将要小学毕业的时候，记得一
次是看上海文史馆的一个展览，看到
有些名家印章跟我想象的竟然那么
不一样，既不整齐，也刻得不直，有的
印看上去甚至还残缺破碎，于是，我
对什么样的印章才算是好印章的认
识，一下模糊起来。恰巧学校里有一
位老师懂这些，于是他跟我讲什么样
的印章才有艺术性，并且教我练习刻
印的一些基础知识，也渐渐懂得什么
是流派印和秦汉印。但是，老师的指
导有时候也有局限性，比如说“印宗
秦汉”是学习印章之学的要旨，然而，
作为初学者，一上手就临摹秦汉印是
否合适？显然，初学者想获得的是刻
印的技法，这在流派印范围，已经能
够足够解决这个问题。而秦汉印给你
的，却是秦汉时代的上古气息。所以，
假如你一上来就学秦汉印，非但无法
领会其中要素，并且一定会因为此中
貌似单一的刀法、字法和布局，感到
索然无味。这个道理，我是在以后
的篆刻实践当中，渐渐领悟的。当
然，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记得
当初学习刻印，拿了一册十钟山房
印本，刻了一个星期无论如何都刻
不下去了。后来家中偶然翻到赵之
谦印谱，孰料一下便生出兴趣来。
因此说，如果你要解决技法问题，
那就先得把流派印章读懂，然后选
择一家适合自己的风格，照式照样

地临摹就可以了，当然这个过程也
许漫长。从技法层面上讲，流派印
作往往更加丰富。当你把这些流派
作品弄明白之后，就会找到一个衍
变脉络，然后反溯流源，再来看秦
汉印的妙处才能看得清楚。否则的
话，一上手便是秦汉，则一定难得
要领。流派印和秦汉印是两类在形
式上内蕴上具有根本差异的印品，
从定义上讲，这是两个范畴，虽说它
们之间存在着主、从关系。
此外，做咱这行的一定还要多

读点书，因为知识是一把万能钥匙。
有时候我们会偶然看到一件文人书
法之作，在技法上似乎未必有多高
明。倒是另外一件书家之作，咋看气
势逼人更夺人眼球。然而，在书法欣
赏方面，如果你有一定积淀的话，最
终能打动你的，恐怕是那件文人书
法，这是作者的字外功夫所导致的。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作品气息的不
同，这个不同，从本质上反映了两个
精神层面和艺术高度。所以要多读
书，一时看不懂没关系，可以多向行
家请教书法创作的精义和本质所
在，甚至还有必要去体会一些传统
文化人的生活方式。

鲍贤伦：多读书的问题我很有
体会。读书和书法、篆刻创作是有一
些关系，但是根本性的关系不在这
里，你不要以为读了书后写出来的
字就有书卷气，这种想法实在是没
有把读书的事弄清楚。读书根本目
的是养性情，你写字写什么？我觉得
写字的问题和书法学习的问题其实
是两块内容，一块是法度，就是学法
度，法度够讲一辈子了。但是现在好
像很少人好好地去讲性情，但是有
人讲出了要读书，我觉得性情是个
重要的东西，性情有天生的部分，也
有后天的部分。书法艺术成就的高
低其实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对法
度的把握，你能够把古人的一整套
的规则技术都内化为自己能力的时
候，那你技术就打得非常扎实了。但
是这样的人肯定不是书法大家，我
们说书如其人，如什么？如性情，这
就是第二个因素。书的指向性是不
是性情最有关系？就是这个东西！就
是与生俱来的，又有后来养育的。这
个东西和你的技法会合成起来，因
为书法的从事者是活生生的人，那
是一个主体，所有的法度都是客体，
这些客体是有共性的，当这些共性
的东西和你自身的个性合成起来的
时候、碰撞起来的时候、博弈的时
候，两者之间就会有一个缝隙，那个
缝隙就是风格，风格就是博弈之物。
为什么要提倡读书？就是因为这是
关乎修养的，是关乎性情的。

自然有度体现观念和能力
观众：两位老师都是在秦汉这

一路上行走，大家有一些共性，当然
也有一些差异。我曾经看过鲍老师
的文章当中写到：“汉代人写隶书是
自然而然的事情，现代人写隶书就
会拿腔拿调”，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
宋体字、广告字，可能汉人出来看到
的招牌就都是隶书，但我们现在已
经失去了那样一个环境。请问鲍老
师在学习隶书的过程中是怎么样做
到对秦汉的自然而然的理解？

鲍贤伦：后来的人为了学得更
好，总结出了一套东西，还把那些东
西纳入到技法里面去。但是我们在
做的时候如果不还原不行的，那个
技法不能生硬地来做，所有的那些
技法在学习的时候都应该被分解开
来，最后掌握的时候再把所有的技法
归纳到自然原则中去。你不要主动地
创造很多矛盾出来，但你又没有能力
来解决这些矛盾。书写性要防止什
么呢？书写性也是一个自然原则，你

不要以为拉过来、牵过去就是书写
了，或者拖泥带水就是书写了。

刘一闻：我再插一句，鲍老师
说的自然是很难的，这是因为每个
人对自然的看法不一样。打一个比
方，一个时髦女子的夸张服饰，全是
因为她觉得自己的穿戴是漂亮的，
否则她哪会这么打扮。但是旁人看
却不一定自然得体，甚至是媚俗不
堪的，然当事者自己却浑然不知。这
是因为每个人的审美状况不同，每个
人所把握的度不一样。有时在百货店
里看到十分普通的东西，我觉得也许
不会有买客，可是百货中百客，居然
还有人抢着要。这也是因为每个人
的审美、每个人的爱好、每个人的习
惯，以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在他心
目中的标准所致，这个自然对他当然
是合度的。因此说，如果你没有一定
的文化积淀，你去自然自然看看，很
难的。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虽然
都揣有一个彼此间貌似差异不大的
度，但在表现上却往往不同。

鲍贤伦：我打断一下你，这个
说得好的。度这个东西我深入说一
下，度是和人的观念有关，和人的
能力有关的。

刘一闻：但是时常有人却看不
清楚这个度。人们常说的事情要做
到恰到好处，然而这个所谓“好处”，
你究竟怎么来把握？这当然牵涉到
一个度的问题。今天小伙子要去见
女朋友的父母了，他一定会思索很
多，从带什么礼品穿什么衣服，甚至
讲什么话如何招呼人，这里面都跟
把握的度有关系，一旦不到位，这个
未来女婿的身份便成问题。反之，如
果把握好了，相互之间便会吻合，这
真是一门学问哎！事实上，做艺术更
要把握好这个度。
我刚才还大概地说了说风格形

成和审美习惯的话题。审美习惯是
受个人的思维影响，同时又受到生
活环境的制约。从小你受的教育，
周边有什么人，会促使你养成什么
习惯，如今看来十分重要。

鲍贤伦：书法学习一直就是学
习法度的事，还有一个就是性情的
养育，既有先天，又有后天。而恰恰
是关于性情的问题，我们的前辈讲
得不够清楚，跟我们说读书，我们不
知道读书是干什么，后来明白读书
就是养性情。为什么有的人成才，有
的人不成才，不是说你对技法的掌
握决定了你根本的层次，不是的，决
定层次的恰恰是另一头不太为人注
意的性情问题，但是现在人们大都
不太注意自己的内心。刘老师说过
环境问题、老师的影响问题、自我修
养的问题等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
才确定了他的喜好就是那种雅致的
路数。我们在评审的时候，他说我们
的评审还是要说一点方向的，我说
了两个字，他大声叫好，就是“雅
正”，雅正就是我们的主流，雅正就
是我们的核心走向。
回到前面说的话，法度的把握能

力和好的性情中间会有一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就是一个基本面目的早
期雏形，这种雏形的出现非常可贵。
你觉得这样写很好，在那个瞬间喜好
上了，就把它相对地保留了下来，那
就是一个雏形状态。它还可以被调
整，它可以继续往深处发展，但是这
个雏形是非常珍贵的。按说一个人
成型太早是有两面性的，因为形成
风格是一个好事情，也是一个极为
危险的事情。因为风格一旦形成，你
就会和许多技法失之交臂，许多东
西就要放弃了。你一旦有面目，就只
有剩下了一条路，这条路没有任何
人可以帮助你，只有你自己走。
（标题"入古出新#书法$刘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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