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书法丛刊：请您谈一下您从什么

时候开始的书法学习？学习的初心与动力是

什么？

高 继 承： 谈 起 我 学 习 书 法 的 事 情， 往

事 如 烟， 还 得 从 我 出 生 的 那 个 家 庭 说 起。

六十五年前，在西安钟楼旁边的一个当时还

点着煤油灯的家里添了一个属马的小子。这

是一座独立院子，房子比较多，地上铺着青

砖。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写字写不到一起。

父亲告诉我，像咱们这样的家庭，你将来你

不可能当兵上大学入党，如果你连字都写不

好，将来可能连一碗饭也吃不上。听了父亲

的这些话，当时幼小的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原

因，但他说的话，在我的小脑袋里扎下了根。

当时家里经济比较拮据，买不起笔和纸，母

亲在家纺线，给我做了个棉花笔。在一根棍

子上扎上一团棉花，用手绺成笔状，我左手

端着一小碗清水，右手用自制的棉花笔，在

青砖上蘸水写。最先开始的时候，父亲用树

棍在青砖上轻轻地写上字形轮廓，然后让我

用棉花笔在砖印上描着写。父亲上过私塾，

经常给我讲蒙学，打开家藏那本《多宝塔》

《醴泉铭》旧时裱成册页的拓本，把着我的

手，一笔一划的教，让我感觉笔的提按走向。

在地上蘸水一直写到 1966 年“文革”开始。

这时我也从在地上蘸水写字转移到了桌子

上，用毛笔在纸上写。

为什么呢？“文革”是大字报的海洋，

铺天盖地，我经常拿个小搪瓷茶缸向正在刷

大字报的叔叔要些墨汁，带回家写字。当年

的很多红卫兵都斜挎“着红军不怕远征难”

的军绿书包，里面装着

传 单， 走 到 人 多 的 地

方，就从挎包抽出传单

往空中抛洒，引得路人

俯拾。我当时上小学五

年级，个矮身轻，钻在

人 群 空 隙 里 捡 很 多 传

单。记得母亲把我捡到

的传单缝成本子，我在

没 有 铅 字 的 背 面 写 作

业， 反 过 来 再 写 毛 笔

字。有时候贪玩，就在

本子上乱画画。这年冬

天红卫兵来过，家里出

事了。一天晚上，父亲

抽了一口旱烟，然后对

我讲，“娃呀，今后把

字写好才有出路”。从

这天开始，父亲的这句

话 真 正 成 为 我 学 好 书

法，奋斗人生的目标。

后 来 在 工 厂 车 间 农 村

炕头，始终练字不辍。

走到哪里，那里就是我

练字的课堂。手中的钢

笔 和 毛 笔 在 我 走 向 社

会的征途中，始终伴随

我前行。这就是书法的

力量。

中国大书法丛刊：

中 国 硬 笔 书 法 协 会 的

宗旨是弘扬中华文化、

践行大书法。您分别担

任了中国硬笔书协副主席和陕西省硬笔书协

主席，并且是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第四届副主

席，请您谈谈您是怎样践行大书法的？

高继承：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话题。中

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席张华庆先生是“大书法

理念”的提出者，先行者。大书法的核心即

文字表述基本定义就是以汉字为载体，包含

各种书写和锲刻工具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如

书法、硬笔书法、篆刻、刻字等等。张华庆

先生提出并倡导“大书法”理念有着重要的

现实意义。

第一、在书法史上具有首创性。以汉字

为载体的中国书法发展，渊源流长，从来都

是写字是写字，篆刻是篆刻，当今的刻字是

刻字，各艺术门类处于分立朦胧的封闭状态。

张主席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中国传统书法在

新时代的变化特点及出现的新门类进行了学

术科学的梳理研判，高屋建瓴地提出的大书

法理念，在当今书法热潮中引发了强烈反响。

第二、具有广博的包容性。从中国书法

历史的纵向发展来讲，伴随汉字的演变，出

现了以汉字为主体的毛笔书法，篆刻，硬笔

书法，刻字等多种的汉字书法表现形式。大

书法理念里边的“大”，不是狭隘的单纯的

大小的大。而是把那些注重单一研学，闭门

造车的模式，从认知上创作上，集约到书法

整体融合的状态中来。通过这种硬笔、毛笔、

篆刻、刻字等艺术的相互交融、同化和转换，

把我们都打造成全能的书法艺术家，努力攀

登新时代中国特色大书法的艺术高峰。

第三、具有引导创造的激励性。任何一

种艺术都有它自身的独特性、独创性。众所

周知，现在许多国家级的优秀书法作品都有

作者不同凡响的特点，都从不同的角度融汇

了大书法的内容与精华，形成了鲜明的风格

取向，摘得了践行大书法的现实成果。因此，

“大书法”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破解

固化思维，激活创新灵感的普世理念。

作为中国硬笔书协副主席、陕西省硬笔

书法家协会主席、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第四届

副主席，我在践行大书法方面，即是一个实

践者，也是一个受益者。一是在所有场合大

讲特讲“大书法理念”，挥毫演说，滔滔不

绝；二是举办大书法公益讲堂。我亲自登台，

讲授我对大书法理念的实战经验。在创作时，

我的第一思路就是在大书法范畴不同的艺术

门类中，寻找创作的落脚点或借鉴点，调动

不同层面的参考元素，进行剪裁与集合。比

如我很喜欢用篆刻拙朴的线条、造型来切入

创作，点燃作品的亮点，领略顿悟的快感，

达到让同道和观众看到作品，有眼球一亮的

好感。此时此刻我就成为“大书法”的受益

者。我讲的大书法的真经干货，赢得了满场

的阵阵掌声。三是我主持策划的所有大大小

小书法展赛活动的主题里面，都把“大书法”

这个核心词放在首位。比如具有代表性的“中

国字中国风大书法作品展览”及作品集；“平

生知己全国青年学生大书法作品展览”及作

品集；“激扬文字全国青年大书法作品展览”

及作品集；“中日友好大书法作品展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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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每年我在陕西大专院校巡回举办的“校园大书

法讲堂”上，大书法理念是我主讲的核心，包括演

示的技法，交流的话题，满场充斥着大书法的氛围。

看着台下聚精会神听课的学生们，我十分开心。“大

书法”的种子已经落地，她将在祖国广袤无垠的沃

土中生根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这就是“大书法”

人所呈现的责任和担当。

中国大书法丛刊：您做为资深书法家、曾经提

出过“双笔书法”、出版和编辑过许多硬笔书法字

帖及刊物，请你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高继承：资深不敢说，只是写了五十多年的毛

笔和钢笔字。1985 年在当时的陕西省书协秘书长吴

三大、钟明善等先生的支持帮助下，我创建了中国

书法家协会陕西分会硬笔书法研究会，挂在省书协。

当初没有几个人， 在学校发展我的一些爱写字的同

学作会员。硬笔书法概念在当时来讲的确是新生事

物。为什么我敢于做创建省硬笔书协的事情，就是

因为当时心有底气。一是有用“棉花棍笔”在地上

练字的基础；二是有在“文革传单纸”练毛笔字、

练钢笔字的功底。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在 1983 年

前后，《浙江青年杂志》举办全国青年钢笔字比赛，

当时收稿号称十余万，我获得二等奖，排在第七名。

于是增添了干硬笔书法的信心。可是社会对硬笔书

法这个新东西的了解还是比较陌生，关键当时书法

界对硬笔的认可度也非常有限，有的个别冷嘲硬笔

只能写在纸上，挂不起来；搞硬笔，是因为不会写

毛笔等等。我感到不是这个道理，这是过去旧时封

闭状态引发的偏见与曲解，应在改革开放的冲击下，

塑造双笔书法的新形象。

因为硬笔和毛笔是相通的，都是写汉字，表现

的载体是共同的。其次，几千年中国汉字书法的历

史和经验，是祖先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属于全民

族共有的，就像古碑帖一样。也就是说这些传统书

法遗产，是硬笔和毛笔在学习和创作过程中，共享

和借鉴的财富。在协会，我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双

管齐下，软硬兼融，双笔皆能，相得益彰”的双技

强会口号。从此协会所有的会员，掀起了“双笔书

法”大练兵活动。不但写好硬笔字，还要写好毛笔

字；即要你中有我，也要我中有你。至时我决定出

版字帖。楷书和行书对照，全书没有铅字，完全手

写的钢笔字帖。我昼夜奋战，当时没钱买英雄金笔，

用七角钱的铱金钢笔彻底写成。1989 年 9 月，《怎

样能写好写快钢笔字》由陕西未来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书既出，深得市场欢迎，45 万册一售而空，接着

连续加印多次。此书 1993 年再版修订之后，印数

达到 200 多万册。之后

又出版了《妙语赠言钢

笔字帖》，《中学生古

诗词钢笔字帖》《3500

字汉字书法钢笔字帖》

《孟子楷书硬笔字帖》

等。说句开玩笑的话，

很多当年买了字帖的年

轻人，现在都已经成为

工作岗位上的领导和骨

干，他们见到我，挺有

感 触 的 说， 我 是 练 着

您的钢笔字帖长大的。

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感

到非常的欣慰。双笔书

法口号，对我在毛笔书

法创作方面的激励也很

大。 先 后 入 展 了 中 国

书协的国展和多个单项

展。

现在我十分荣幸的在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为弘扬

中华文化、践行大书法而奋斗。古有云：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我这匹老马砥

砺前行的誓言！

中国大书法丛刊：汉字书写是每一个中国人生

活、工作、学习的必须，在中国喜爱书法的人数众多、

请您谈一下写字与书法的关系？同时请您谈谈初学

者如何学习书法？

高继承：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语言文字系

统，是世界上使用人群最广的文字之一，联合国开

大会，最薄的那份文件，一定是中文的。汉字是中

华民族文化的根，几千年这个基因没有变化。改革

开放带给中国人强大的文化自信，写好中国字，做

好中国人，汇成广大群众青少年学生写好汉字，练

好书法的热潮。长期在国人的文化生活中，一般人

对写字和书法的认知存在误区。认为凡是用硬笔或

毛笔写古诗词的形式，都称之为写书法。基本上分

不清写字和书法的区别。那么什么是写字，什么是

书法？从概念上讲，用硬笔或毛笔书写汉字，称之

写字。而用硬笔或毛笔书写汉字的艺术方法技能，

称之为书法。写字是人际交流的基础能力，要求按

照汉字的笔画顺序，字形结构，写出工整易认的字，

达到书面语交流的目的就行了。而书法则是在继承

中国传统书法的基础上讲求笔法，字法，章法，款

法，墨法印法，纸法，染法等一系列技能方法，在

书法创作中灵活应用，创作出的“大书法”作品，

给人以古为徒，古今益彰的审美满足。同时也指出，

写字是学书法的前提，书法是写字的终结，完成好

写字这段基础性训

练，对之后的书法

学习是一个非常好

的前置铺垫。因此

在这里对书法的初

学者讲，要学习好

书法，首先要了解

中国书法的历史，

也就是说，寻找并

确定自己即将在书

法坐标上的定位。

到底是学楷书还是

学隶书，学行书，

学魏碑，从而引发

学书法的兴趣点。

第二点是从哪种书

体学起，我和其他人的学法不一样，认为学习书法

应当顺应中国汉字书法的演绎变化规律，进行逆向

选择。篆书作为初学书体是追本求源的科学选择。

方法有三：一则训练两指握笔法。硬笔笔杆靠近虎

口，略斜握笔书写；毛笔笔杆竖起，轻松握笔书写；

二则训练控笔的能力，硬笔和毛笔，书写时都要聚

精会神，写干净劲达的线条；三则坐姿端正，呼吸

平稳，细吸微呼，可以写出较高质量“静气”的线条。

控笔能力具备了，就进入临帖阶段。方法有三：一则，

用双笔（硬笔和毛笔）同临一本字帖，比如《峄山碑》。

先硬笔临，再用毛笔临；硬笔坐着临，毛笔站着临。

二则了解字帖的书法历史背景；背写字帖的形体，

达到娴熟的程度。三则临帖的数量一定要够，不能

写几天写几张就完事，这样只能前功尽弃，停滞不

前。总之，学习书法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写好了书

法，可以让我们受益终生；学习书法也是作苦行僧，

寂寞和重复伴随着笔墨。一句通俗的勉励语，赠于

书法初学者：你爱书法，书法才爱你。你临习古帖，

就是和古人对话。学仁有曰：宝剑锋从磨砺出，梅

花香自苦寒来。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成功总是等

待着刻苦加勤奋的人～加油！

中国大书法丛刊：您被国内许多大专院校聘请

为兼职教授或是客座教授，您的授课也广受学子好

评，请您谈一下书法是光把字写好就可以吗？您对

书法家的综合素质怎么看？请谈谈您的读书生活，

您平时喜欢阅读那一类的图书？

高继承：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随着“大

书法”理念的不断深入，硬笔、毛笔书法写得好，

篆刻刻字搞得好的人越来越多。我有时出席一些评

审点评活动，看到个别作品，写得不错，但有瑕疵。

比如《陋室铭》有“孔子云”一句，这位作者把“云”

写成了繁体的“雲”，可能是作者不经意所为，整

篇书法都是繁体字，这个字“云”也应写成繁体字，

岂不知在这里只能用简化字的“云”。一是反映了

作者书写的不严谨，或者说在类似知识点方面还存

在短板；二是从一个用字小常识，引出一个书法家

字外功修养的话题。作为书法家如果只仅仅字写得

好，久而久之难免落入写字匠的俗累。因此不断提

升书法家自身修养，要成为一个身手过硬，书文兼

备的大书法家可从以下几点切入：首先从思想上时

刻重视各类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注重个体素质的提

升；二是针对单项目标制定“点式”学习计划，比

如专学做诗歌文赋等；三是针对多项综合知识点制

定“覆盖”性学习计划；例如古今汉语及文字的系

统学习等；四是时刻把软实力，字外功的实践与应

用放在首位。平时就注意即兴做诗或做对联的训练；

比如用对方的名字做藏头诗或做嵌名联。不要怕做

不好，被别人笑话。这些都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功

高继承组织策划“中国字  中国风全国大书法艺术作品展”活动，

与张华庆、李冰等出席展览开幕式

高继承参加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与张华庆、李冰、熊洁英的合影



的经历过程；五是多读书，而且面要广，书要杂。

尤其要站在时代的前沿，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

最新动态，前瞻性的信息。在家里 180 平方的面积，

始终保持着数千册各类图书的持有量。不要忽视这

些看似和书法艺术不搭调的东西，它会潜移默化的

影响和左右书法家的思想观念，创意构思，审美取

向，认知角度，思维方式，生活态度等等。我经常

的创作背景，想法，素材，灵感，顿悟正是来自于

藏在书里头的智囊。这些不会说话的老师，能赋予

给我们不同凡响的字外功，有了这些就能创作出独

具匠心，与众不同的大书法佳作。朋友们，多读书，

多储备，多交流，多创作，让我们为做一个走在新

时代大书法潮流前列的践行者，成功者，共同携手，

一起奋斗吧！

中国大书法丛刊：我们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在

当下中国书协、中国硬笔书协举办的国家级展览中

获奖的许多作者的辉煌如昙花一现，很快被后面的

获奖作者挤出局，人们也很难记住这些获奖作者的

名字和作品，为什么会岀现这种现象？综观当下书

坛各种书体的代表性人物也就是人们心中真正佩服

的书法大家寥寥无几、屈指可数，这种群山少峰的

现象出现与我国庞大的书法人口不成正比，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从深层次解析方面听到您的

分析

高继承：这是一个既独立又关联的文化表象。

分析这种文化现象的自身特点，似乎既有新旧交替

自然规迹的显露；又有艺

术 新 秀， 即 纵 即 逝 坠 落

的悲哀。这种“闪星式”

的 自 我 变 异， 反 映 了 改

革 开 放 大 语 境 下 书 法 艺

术领域的个别扭曲环象。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

是 新 时 代 艺 术 规 律 对 当

下 功 利 作 为 的 无 言 掩 埋

和对沉沦者的顺之刷新。

不妨究其原因：首先，改

革 开 放 给 社 会 文 化 艺 术

生 活 带 来 了 畅 快 温 馨 的

春天。它从本质上为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

导向，推动无尽的艺术发

展和繁荣，创造了社会整

体宽松舒心的人文条件；

第二，全国艺术活动的开

展 出 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密

集之势，展览比赛此起彼

伏，规模一个比一个大；

奖金一个比一个多。同时

也 给 艺 术 家 造 成 了 措 手

不及，疲于应付的“奔命

式”创作投稿。前些年，

一 些 文 化 单 位 举 办 各 种

大型书法展览比赛，一年

下 来 粗 略 估 计 大 约 有 上

百次之多。轮番的征稿，

频 繁 的 赛 事， 响 亮 的 噱

头，吸眼的奖金，好不热

闹，一派欣欣向上的繁荣

景象。这些书法展赛的诱

惑力，致使书法家争先恐

后，趋之若鹜，成为众多

人 士“ 钱 赴 厚 继” 的 动

能，以至于民间称之为参

赛专业户；对于展赛中那

些眼见皆熟的模式般的字迹牍形，人们玩笑的称之

“比赛体”；书法艺术走到了这个层面，再往前还

能看到多远；第四 . 这种犹如打仗状态下的展赛活动，

投稿者，几乎没有休养生息，调整作品，继续充电，

加油创作的机会，刚刚获得的光环，就被后面涌来

的新浪所覆盖。由此出现获奖者昙花一现的情况，

就不难理解了。这样循环往复，看似庄重的书法展

赛，对新时代的文化进程有着无形的摩擦与阻尼。

中华之泱泱大国数千年文明。书法的历史长河，经

过岁月的洗刷，留下了最耀眼的经典之作和书圣人

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法艺术在改革开放的复

兴大潮中，得到了尽情的张扬。同时也出现了访谈

开头所谈及“群山少峰”的艺术困状。这是较复杂

的问题，窃以为：一是旧时毛笔写字作为日常书面

语交流的生活方式已经彻底改变。接触毛笔生活的

人群基本消失，当下会使用毛笔没有几个人，毛笔

普遍使用的命运终结了；二是自古对书法没有一个

明确的标准，基本是文人墨客的书写实践沉淀为历

史样本，加之官民兼容的艺术界人士基本形成了“无

字共识”的评判概念；三是书法历史中，大凡经典

碑帖留名的几乎都存在“官本现象”，只有这些人

才能把书法资料进行传承。尽管书法历史大浪淘沙，

魏晋之后，留下名字的几乎都是朝廷命官或与之交

集牵连的文人名仕。当代的书法架构及评审等等也

多少沾有此类情况；四是近现代的著名书法人物如

于右任、沙孟海、林散之等也多少都跨民国和新中

国两个时代，随后之书法泰斗之名，均无定论，也

不好定论。

总的来讲，书法的门槛比较低，评判的参照系

也很多，参与的人多，有高原，缺高峰。艺术没有

终点，你佩服的，他不一定佩服。经济往往和艺术

搅和在一起，渗透一些非常炒作，以及官场的隐形

介入。不是想着把字写好，而是想着怎么卖大价钱。

任何夹杂了商业味道的东西，艺术的纯粹性就会被

稀释。比如获奖了入展了，就想着怎么卖字，无心

再深入历炼等心态浮躁尘扬。艺术这东西，功利性

和学术性，“高原和高峰”是一对矛盾，短期无法

自拔。作为守望者，还是把攀登高峰的使命交给我

们后面的一代代新人，交给新的时代去造就。

中国大书法丛刊：做为当下国内著名书法家的

您，连续担任了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一届至四届国展

的评委，可以说全方位见证了 2006 年第一届国展

以来中国硬笔书法发展的历程，请您谈谈这方面的

感受。

高继承：据日本《西日本新闻》《读卖新闻》

等报道，称中国硬笔书法协会是中国最大规模的书

法团体组织。其源于会员众多，组织庞大，活动密集。

就拿四年一届的硬笔书法国展来讲，从 2006 年第

一届全国硬笔书法国展的举办开始，其间共经历了

14 年，至今已举办四届。中国硬笔书法艺术的发展

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跨越 。

中硬书协“国展”代表了这个历史时段，国家

级的艺术创作水准。分析往届国展举办的主题取向

和艺术跨度，都展示了与前一届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的变化与突破。

首先，张华庆主席提出的“大书法理念”的导入，

直接拓宽了国展在征稿范围整体概念的破壁与扩容，

直至第四届国展，完全颠覆了硬笔书法以往的平次

旧序，引发了中国书法史上从所未有的理念革新。

一场以汉字为载体，包含各种书写和锲刻工具所创

作的艺术作品，如书法，硬笔书法，篆刻刻字等等

的大书法总体论、创作论、国展论全面铺开了。我

作为评委，在现场看到了非常震撼的大书法国展作

品的角逐与竞力。毛笔书法、硬笔书法、篆刻、刻字，

每个艺术门类在“大书法”的艺术舞台上，无不展

现各自的独角绝技。

其次，从作品的层次和内质表象来看，一届胜

似一届，步步提升。2006 年的首届全国硬笔书法作

品，大多数基本是素面白纸的钢笔书法作品。在稿

件初评时看到，还有在巴掌大，细长的纸上写几行

字的投稿。但是硬笔大书法国展的这把火炬，照亮

了所有国展作者一往直前的创作竞向和冲刺目标。

可以说，我平生所看到过的硬笔、毛笔、篆刻刻字

等最新的艺术形式，在“大书法国展”中，都统统

亮相了。可以说没有“大书法理念”的推崇和准入，

就没有这些作者在国展的获奖和入展机会。真可谓，

大江后浪推前浪，国展新人不得了。

现在许多的国展获奖者已经成为新时代大书法

的成功者，红利的分享者；国展是他们展示天赋的

舞台，入展使他们收获硕果，迈向大书法辉煌的未

来。

最后展望，随着大书法理念日益兴盛和广泛传

播，中国硬笔书协作为新时代大书法的开创者、领

航者，今后还将培养大批的践行者、成功者。始终

坚持艺术创作“以人民为中心”，让大书法的种子，

在全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变为生动的艺术实践。

“大书法国展”作为新时代中国书法的新理念、新

平台，必将催生当代艺术新人，接过“大书法”艺

术火炬永传不息。

高继承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