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书法丛刊：请您谈一下您是何时

开始学习书法艺术的？

李冰：我对书法的学习，最初是从偶然

的兴趣开始的。其实这偶然的兴趣也是源于

父亲的一笔好字和对书法的喜好的影响。我

的父亲是一名优秀的科技专家，但是在书法、

绘画、音乐、戏曲以及古诗文等传统的文化

上的造诣也是非常深厚，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我学习书法先是照着字帖认真学习，后来有

意识地阅读了一些有关书法的理论，对书法

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之后又结识了许多

书法界的师长和同道，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了

很多东西。这其中，张华庆先生对书法的创

作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三十余载亦师亦友的

交往使我受益很多，对我在书法创作的把握

上经常提出很多指导性意见。在我创作遇到

彷徨和困感时，他会给我许多启发，使我在

书法的创作上具有很多收获。可以说、对中

国古代传统书法经典碑帖的学习、临摹、创

作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书法生涯，以前如此，

一生如此。

中国大书法丛刊：您从事书法艺术的初

心和动力？

李冰：汉字是汉语的记录符号，是迄今

为止持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也是上古时

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它

由象形文字（表形文字）演变成兼表音义的

意音文字，但总的体系仍属表意文字。所以，

汉字具有集形象、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的

特性。这一特性在世界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它具有独特的

魅力。汉字是中华

民族几千年文化的

瑰宝，也是我们每

个人的精神家园，

汉字更是民族灵魂

的纽带。汉字还具

备拼音文字不具备

的诸多优势。其中

之一就是优美，它

已成为一种书写艺

术——书法。汉字

的书法艺术是任何

其它文字所无法相

比的。自古以来，

中国人就把对写字

的训练等同于人格

修养，所谓“字如

其 人”。 所 以， 我

不断地在对书法的

学习中接受中国优

秀文化的滋养，在

对书法的学习中体

会人生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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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刊：您有几个不

同的笔名，为什么

呢？

李 冰： 在 这

里所说的“笔名”

对 我 来 说 应 该 算

是“ 别 号”。 在 中

国古代的社会生活

中，人们的日常称

谓有名、字和号。

“号”在古代社会作为个人的一种称谓，是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名、字之外，还有自

己起的自称。不受场合、对象的限制，经常

取代名和字，成为人们交往时的称呼。因这

种自称有别于父母或长辈起的名和字，且与

名和字在意义上没有任何联系，故称别号，

亦称自号。但古人自起别号，也绝非随意，

而是蕴含着特定的寓意或内涵。古人别号的

类型很多，有的取自自己的书斋，有的取自

自己的居所，有的取自自己的故乡，有的表

现自己的情趣和爱

好，也有的是表现

自己的经历、专长、

志向、追求和理想

等。现代很多从事

传统艺术和传统文

化的知识分子、艺

术家也沿袭了中国

的这个传统，给自

己的名字之外起了

别号。我的别号有

“牧云轩”“步云

簃”“忻园”等，

就是希望我自己像

蓝天之际的白云一

样，不受羁绊，无

拘 无 束 地 自 由 洒

脱，追求一种祛除

烦恼，浪漫而悠远

的情境。

中国大书法丛刊：近年来您已经出版和

编辑了许多关于书法的书籍，请您介绍一下

这方面的信息和这些书籍。

李冰：近年来，我主编和参与主编出版

了一些关于书法的书籍，有近百本之多。这

些书籍有些是学术性质的，有些是技术性质

的。比如有《杨仁凯谈书法鉴定》《硬笔行

书元曲名篇》《实用楷书硬笔书写》《密写

本——礼仪敬辞》《硬笔书法 100 问》以及

展览作品集、写字教材等，下面我就简单地

介绍其中的一部分。《杨仁凯谈书法鉴定》

是我与著名学者、书法家张华庆先生共同编

著的第一部关于书法鉴定的专门著作。中国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中华民族

具有悠久而光辉灿烂的历史，留存下来难以

数计的文化遗迹，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历代流

传下来的精美绝伦的法书名画。据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统计结果，在四十七个国家的二百

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 167 万余件，而民

间收藏数目是馆藏数量的十倍之多。加上包

括国内外公私收藏在内的许多法书名画的鉴

定工作，使中国书画鉴定作为一门学科已具

规模。中国的书画鉴定具有悠久历史，最早

可以上溯到 1500 前的六朝时期。但是一直

只有著录和简略的品评，没有更进一步的科

学论证，更没有近现代的科学手段，所以也

没有一部专门讲述书画鉴定的著作。杨仁凯

先生是文博界泰斗、书画鉴定大家。经过半

个多世纪的艰辛历程 , 探颐索隐 , 他的著作

和文章涉猎艺术史论、艺术考古、中国古代

书画鉴定理论与实践 ,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瑰宝。我和张华庆先生编著的这本

书辑录了杨仁恺先生关于书法鉴定方面的论

述和研究鉴定成果，将杨仁恺先生有关书法

鉴定方法、鉴定依据的论述归纳列项，以杨

仁恺先生的学术观点和实践为主要依据，并

附录了历代公私鉴藏用印表等资料，目的是

使本书更具有学术性、史料性、可读性，也

使杨仁恺先生希望将书画鉴定体系化、学科

化的学术思想得以更加完善。同时，我们编

著的这本书能也使杨仁恺先生的书法鉴定从

书画鉴定中独立出来，而更加专门化。本书

作为目前书法鉴定方面第一本系统阐述的专

著，将对书法鉴定学界起到参考和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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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是始于宋代，盛行于 700 多年前的元代的一

种文艺形式。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

是元代文学主体。元曲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

朵灿烂奇葩，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具有鲜明的

特色。元曲是继唐诗、宋词之后又一座文学高峰。

元曲的兴起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

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

词的清丽婉转；另一方面，元代社会政治专权，社

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

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元曲中描写

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它不仅

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

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

式。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我应出版

社约请，精选元曲名作 100 首，用广泛应用的、介

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日常书体即行书创作成《硬笔

行书元曲名篇》，为广大读者学习硬笔书法和元曲

提供了参考资料。《实用楷书硬笔书写》是专门为

中高级职业技术学校编写的教材性质的专业书籍。

这本书介绍了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各个时期的

书法艺术特点、历代书法家的作品欣赏；学习书法

的技巧、注意事项；同时，按公文、书信、法律、

礼仪、条据等各种日常应用文体书写了字帖。是非

常适合中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及受中高等以上教育的

人们学习和借鉴。汉字使用规范是一个人的文化素

养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密写本——礼仪敬辞》是我用规范书写的日常用

语中的礼仪用词。这本小册子中的礼貌用语在具体

写法上都是按规范、实用、准确的要求来进行的。

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悠久，是中国主流文化的代表。

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是世界公认的中华民族非物质遗产，更是一门博大

精深的学问。它是与绘画、音乐、舞蹈以及文学等

其它艺术形式并列，且独立存在自成体系的艺术形

式。它是东方艺术中时间最悠久、空间最辽阔、内

涵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一种艺术。经过数千年的

发展，汉字从书写性演进到具有高度的审美性。在

无数文化精英的参与下，使得书法更具有人文精神，

书法文化广博深邃。

中国大书法丛刊：您认为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应

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您可以向刚开始学习书法的

人提一些什么建议？

李冰：作为艺术家，应该具备高

贵的品格、优雅的气质、良好的情操、

广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

感、高超的技巧、鲜明的个性等等，

书法家更应该是这样。汉语、汉字和

书法都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书法是一

种人格精神的象征，中国古代杰出的

书法家都是品格高尚、学养深厚的人。

若想成为杰出的书法家，仅仅是有娴

熟的技术是远远不够的。900 多年前，

中国北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书画家苏轼先生说过，“退笔成冢不

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意思是古

往今来，书法大家均是在功力学养、

人品诸方面有过人之处的。即使写坏

的笔头堆积成山，也难得书法之真谛。

书法中的神韵来自学问和修养，只有

于字外求字，注重读书，才能领悟书

法的精神，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形成

自己的书法品格。古代的杰出书法家

无一不是博学多才的大学问家，苏轼

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读书万卷始通神”也

正是他书法成就的体现。书法是一门艺术，包罗万

象，需要靠长期的学习和积累，要坚持练习，不能

急于求成。要想在书法的道路上走的更远，就要勤

奋。对于艺术的学习要像闹钟一样，不受天阴天晴、

严冬酷暑、涨潮落潮的影响，毫无怨言地不停地前

行，才能在艺术的追求上走的更远。三心二意和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将一事无成。书法艺术本体包括笔

法、字法、构法、章法、墨法、笔势等内容。书法

笔法是其技法的核心内容。笔法也称“用笔”，指

运笔用锋的方法。字法，也称“结字”、“结构”，

指字内点画的搭配、穿插、呼应、避就等等关系。

章法，也称“布白”，指一幅字的整体布局，包括

字间关系、行间关系的处理。墨法，是用墨之法，

指墨的浓、淡、干、枯、湿的处理。书法艺术是前

人的积累，他的传承属性要求学习书法的人必须要

临帖，就是要照着字帖书写。对于书法的学习具体

来说，首先要选择字帖。字帖的种类很多，都有各

自的风格和特点。要选择你喜欢的风格的字帖来学

习。要先从简单的基本的笔画开始训练，基本功扎

实了再进行单字的练习。要养成学习别人长处的好

习惯。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不但要向古人学习，

还要向今人学习。学习古人，可以扎根传统、打好

基础。学习今人，可以掌握技法、把握时代脉搏。

和人交往，要养成“不耻下问”的习惯。还要善于

发现别人的长处，学会集众人之长、弥补自己不足。

书法艺术是在交流中继承、交流中传播、交流中发

展的。交流是学习书法的捷径，书法中有很多不可

言传的东西，在交流中得到了解决。俗话说：百闻

不如一见。在对书法的学习中还要制定一个目标，

有目标就有了计划，要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完成。达

到一个近期目标，再去攀登一个中期目标，直至成

功。

中国大书法丛刊：据说除书法之外，您还从事

刻字艺术。请您介绍一下这种艺术、其历史及特征。

李冰：刻字在中华文化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已有

数千多年之久，一直以来，它都是书法的附属艺术。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刻字在书法艺术复兴道路

上开始被一些书家重新研究。刻字主要分为传统刻

字与现代刻字。传统刻字主要表现为书法的复制和

翻刻，是书法的再度创作。而现代刻字是在传统刻

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刻字艺术特有的语言，表达

作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是一种表现艺术，是

李冰在第四届全国硬笔书法家大书法艺术国展评审现场 李冰将书法作品赠送日本群马县知事山本一太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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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法作为第一媒介的艺术创作。现代刻字艺术是新兴的一个艺术门

类，起步较晚，理论构建目前尚不完善，构建系统的刻字艺术理论，

对于刻字艺术的发展将起到关键作用。现代刻字艺术是在传统刻字艺

术的基础上融入了雕塑、绘画、篆刻等艺术门类的艺术元素，来共同

表现书法美。同时还融入了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和色彩构成，从而具

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书法、刀法和色彩是刻字创作的三要素。书法

是刻字艺术的先决条件，不善书者难以善刻。刀法决定了刀痕，刀痕

是刻字艺术独特的艺术语言，立体的刻字作品依存于刀法的自由运用。

色彩是刻字作品的外在展示，是给人们的第一印象，是作品的重要因素。

三要素都要具备，刻字作品才能为成功之作。现代刻字艺术的色彩上

要求色调和谐，与主题相统一；要求色彩适度，与肌理相呼应；要求

色调协调，创作出变化丰富而不突兀的视觉形象。平面构成、色彩构成、

立体构成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指导刻字艺术的综合创作。现代刻字艺术

区别于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将平面的书法立

体化，将笔墨书法材质化，使黑白两色的书法进入与色彩、材质肌理之

间综合的协调，从而共同达到最终的艺术效果。现代刻字艺术是中国“大

书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书法一样，要想提升刻字作品的人文

韵味，就不能不提升刻字者的文化素质。现代刻字艺术作者不仅能刻字，

还要将功夫用于刻字之外的文化素养的提升。这就要求刻字艺术作者

不但要有书家的功力和情性，还要从篆刻、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

艺术门类中汲取营养，更要有高贵的品质、深厚的学识和优雅的情怀。

中国大书法丛刊：如果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自己，您将如何评价自己？

李冰：我是一个专业书法工作者，1968 年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

子家庭。从小受家庭影响，对传统文化非常喜爱。尤其是在文学、书法、

绘画、戏曲、医药上的兴趣非常浓厚。对我来说，做一个学者或是学

者型书家是我的人生目标，但理想很遥远。这就是促使我不断去学习，

不断进取，努力争取向上的原动力。不做艺术家，很难说具体去做什么。

中国 1000 多年前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叫范仲淹的曾经说过：

“不为良相 , 便为良医”。意思是要么做一个好官员，治理国家，造福

人民，要么做一个好的医生，治病救人，用仁爱心对待社会。所以这

也曾经是我的理想。古代知识分子道德高尚，心怀天下曾给我很深的

影响。总之，经典、传统、文化是我内心挥之不去的情结。如今我在中

国硬笔书法协会担任党支部书记、副主席兼秘书长，我也在不断提高

我自己的能力，希望通过我的努力，为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做出我的贡献。如今，书法艺术的创作形式、创作工具都为书法这一

古老而又颇具时代性的艺术赋予了新的色彩和活力。当代的中国书法

的发展呈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书法、硬笔书法、篆刻、刻字等等，

纷繁交错，使具有数千年历史的、蔚为大观的书法在保留了传统的同时，

具有更多的现代的张力。所以，“大书法”理念则应运而生。“大书法”

理念是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席张华庆先生倡导的，以汉字为表现对象，

包含有各种书写和锲刻工具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包括毛笔书法、硬笔

书法、篆刻、现代刻字等等。“大书法”理念的提出是为当代的书法

发展状况进行了具有独到而深邃地总结和诠释，对书法艺术，甚至是

书法文化都是一个极大的丰富，契合了当代文化的多元化，更契合了

中国文化的包容。不论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不论采用什么样的形式，

以汉字为载体而表现的艺术形式和作品均应属于“大书法”之范畴。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的宗旨之一就是“弘扬中华文化、践行大书法”，

我非常赞同“大书法”的理念，会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中，为“大书法”

的践行、传播、发展做出我的努力。

李冰访问日本期间与张华庆、熊洁英等在师村妙石陪同下拜访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

李冰刻字作品  / 風雷動李冰硬笔书法作品  /  关汉卿《大德歌》

李冰访问韩国期间与张华庆、熊洁英等在许由陪同下拜访韩国前总统金泳三



李冰书法作品  / 汤显祖诗《青阳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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