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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书法丛刊：作为当下国内享有盛

名的军旅书法家，请您谈一下您从什么时候

开始的书法学习？

丁谦：我练习书法是比较早的，从六、

七岁时就开始描红习字。我的学生时代正值

十年文革，学校里所学的知识可想而知，但

却成全了我的书法情结。我们七、八位爱好

书画和文学创作的同学聚在一起，整天写写

画画，畅谈人生，周末经常在我居住的几平

米小屋里折腾到下半夜。我那个时候心气儿

很高，写字画画、诗歌小说、吹拉弹唱……

什么都想弄。曾经发表过小说、诗歌、报告

文学、摄影等。参军入伍，特别是提干以后，

紧张的部队工作与生活把我的一些不切实际

的梦想碾的粉碎。我痛定思痛：伸开五个手

指不如攥成一个拳头，四面出击不如集中作

战。于是，我决定集中精力，把主要的业余

时间用在书法上，其它的则作为辅助。这样

多年下来，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在回想起来，

我很庆幸自己的选择。

大书法中国丛刊：对于您来说，学习书

法的初心与动力是什么？

丁谦：初学书法时纯属一种爱好。我在

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哥哥，我们哥俩儿

经常是比着写，谁写得好母亲就给谁奖励，

自然是哥哥经常胜出。那个时候，我的第一

个愿望就是赶上并超过哥哥。到了部队以后，

学习书法又多了一种驱动力，毛头小伙子血

气方刚，一批书画爱好者们聚在一起互不服

输，较着劲儿地练，真有一种舍我其谁、不

干 出 一 番 事 业 不 罢 休

的 劲 头。 再 到 后 来，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阅

历 的 丰 富， 书 艺 的 提

高，学习书法又有了一

种弘扬国粹、责任在我

的使命感。几十年来，

学生时期的书友、当兵

时的伙伴以及提干以后

一起练习书法的同道，

后来大都因各种原因搁

笔了，而我一直坚持走

到了今天，这使我很庆

幸。我一直觉得自己算

不上聪明人，但我有一

个优点，就是有毅力。

只要是认准的事情，我

一定会坚持不懈地做下

去。为了达到目标，我

可 以 舍 去 很 多 东 西。

我 1976 年入伍，而正

好在那个时候十年文革

结 束，1977 年 开 始 高

校招生。我的班主任来

信说：你们几位学习好

的同学都去当兵了，不

然考北大、清华应该没

问题。上大学是我当时

的一个理想，当时心里

头憋闷了好久。我暗下

决心，一定要补上这一

课！ 1979 年，我报考

了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中 文

系，苦读五年，成为解

放军总后勤部自修完成大学本科毕业的第一

人，被总后勤部树为“两用人才”标兵。后

来又参加培训班进修书法，并四处拜师，刘

炳森、沈鹏、欧阳中石、李铎、张海诸先生

给与的教诲使我终生不忘。有人觉得，书法

写起来很轻松、很容易，其实行内人知道，

练习书法是一个十分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实失去了不少东西，但

我得到的更多、更有意义。我以前的斋号叫

“一杵斋”，取自李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

成针”的故事，寓意对练习书法的一种坚持

不懈的努力。后来改名为“万籁草堂”，因

白天工作较忙，又少不了一些应酬，我的读

书写字时间一般是在晚上十点至凌晨一、二

点钟左右，也就是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

时候，所以叫“万籁草堂”。此外，也寓意

追求一种天籁、地籁、人籁三籁合一的万籁

境界。现在退下来了，我又给自己酝酿了一

个斋名，叫“希言斋”，取自《道德经》“希

言自然”。我感觉，学习书法是一种享受，

一种生活的乐趣，一种由表及里、由肢体到

心灵的愉悦。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会一直而

且越来越享受着书法带给我的这种乐趣。这

大概也是多年追求后的一种自然回归和淡定

心态吧。

中国大书法丛刊：据悉您早期就出版了

许多硬笔书法字帖，至今新作还不断陆续出

版发行，至今已经数以百万册，中国硬笔书

法协会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文化、践行大书

法。您是连任三届、资深的中国硬笔书法协

会副主席，而且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

届理事，请您谈谈在当今书坛践行大书法的

意义？

丁 谦： 二 十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硬 笔 书 法

的热潮几乎在一夜间席卷全国，我自然也置

身其中。由于有一些毛笔书法的功底，再加

上年轻人拼命三郎的劲头，所以很快就获得

了国内、国际硬笔书法大赛的多项大奖，曾

经连续七次获得过一等奖。之后，全国各地

的出版社纷纷来函约稿，曾先后出版了五、

六十种钢笔字帖，发行达数百万册。中国书

协主席张海先生在《不激不厉 风规自远》一

文中曾专门讲到：“丁谦先生是当代军旅书

坛的中坚力量 , 也是当代书坛有相当影响的

书法家。他既有硬笔书法方面的高超技艺，

又有传统书法方面的深厚功力。能够做到二

者兼擅，这在全国是很少见的。”这是张海

主席对我的鼓励和鞭策。说实话，既是中国

硬笔书法协会副主席，又是中国书法家协会

理事，这并不能说明我的字写得有多么好，

而只能说明身上的担子和责任。

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人们对硬笔书法

的热度开始慢慢冷却下来。坚守这块阵地的

硬笔书法人和爱好者逐渐开始审视自我，开

始对硬笔书法进行冷静而理性的思考。这时

候的硬笔书坛虽然显得有点沉寂，但这种沉

寂是一种理性的沉淀，然后就有了一种成熟

与进步。特别是张华庆主席接掌硬笔书协的

帅印以后，硬笔书法出现了成熟之后的再一

次繁荣。硬笔书法队伍不断壮大并空前团结，

各级组织进一步建立健全，特别是硬笔书写

的艺术水平和质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你去

看看这些年由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组织的硬笔

书法大展、大赛，那种点画、线条、结构的

精准，那种章法布局的精美，那种装帧设计

的精巧，那种对传统艺术与时代精神相结合

的理解与把握，可以说毫不逊色于毛笔书法

大展。而这种感受，是你不身临其境、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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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目睹所绝对不能想象的。

在此基础上，张华庆主席于 2006 年进一步提

出了“大书法”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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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如毛笔书法、硬笔书法、篆刻、刻字等等。”该

理念的提出，不仅丰富了当代书坛的创作，也将对

未来书法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应该说，这种理念

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与全局性。因为无论是毛笔书法，

还是硬笔书法、篆刻、刻字等，它们所依赖的基本

创作元素都来源于汉字，它们都是嫡亲姊妹，我们

用“大书法”的理念把它们统一起来，就能进一步

拓宽视野、深度创作；就能更好地把握当下、审视

未来。特别是作为各级、各类书协的领导，在这种

大局观的指导之下，就会宏观把控，高屋建瓴，将“大

书法”所涵盖的艺术创作整体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为繁荣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做出我们当代人应有的

贡献。

中国大书法丛刊：您是如何身体力行践行大书

法的？

丁谦：“大书法”这一理念的提出，确实开拓

了我们的视野。正是受由于到这种理念的启示，这

两年，我即使不从事篆刻、刻字等艺术，但也十分

注意从中吸收借鉴，并虚心请教学习，从中受到不

少启发。不仅如此，我还利用各种机会，推广宣传

“大书法”理念。这两年我在接受采访时，或是在

写文章时，都经常提到“大书法”的理念，并就其

当前的意义及今后的长远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中

国书协设立硬笔书法委员会后，我曾对此不止一次

提出自己的看法：篆刻、刻字都相继进入甚至单独

举办了中国书协的国展，而硬笔书法却一直没有。

从线条的表现力和艺术的感染力来看，硬笔书法显

然不及毛笔书法；但从书法的实用性和普及性来看，

硬笔书法具有着独特的优势。因此说，在这方面有

许多工作可以做。在上海召开的中国书协六届三次

理事会上，吴善璋副主席带领我们硬笔委员会的几

位同志专门研究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也作了较长时

间的发言。“大书法”理念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

它的前瞻性与全局性。

我 们 应 该 摈 弃 地 域、

门 派 和 各 种 协 会 组 织

的 各 种 局 部 观 念， 从

更 好 的 弘 扬 和 发 展 祖

国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角

度来审视它、接受它、

吸纳它。

中国大书法丛刊：

您 做 为 著 名 军 旅 书 法

家， 书 艺 精 湛，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在 国 内 许

多 高 等 院 校 您 的 授 课

也 广 受 学 子 好 评。 请

您 谈 一 下 书 法 与 写 字

的 关 系？ 书 法 家 单 把

字 写 好 就 可 以 吗？ 您

对 书 法 家 的 综 合 素 质

怎么看？

丁 谦： 只 是 浪 得

虚 名， 真 谈 不 上 书 艺

精湛、文化底蕴深厚。

至 于 书 法 与 写 字 的 关

系，我在平时讲课时，

经 常 也 有 一 些 学 生 会

有这些疑问。实际上，

如 果 将 这 个 看 似 简 单

的问题问一下书法家们，可能也会有一些人难以解

释清楚。所谓书法就是把字写好，这实在是一种误

解。诚然，书法与写字密不可分，这一点毫无疑问。

但严格地说，书法和写字是两回事。把字写得再好

也还是写字，把字写得成为一件艺术品那才叫书法。

首先，二者的目的不同。写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明

白这个字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怎么读，怎么写，

有哪些笔画组成，总之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是

语文课要解决的问题。而书法的目的则是让人获得

艺术享受，讲究笔法的变化、线条的质量、结构的

照应、整体的布局，讲究精心筹划，营造意境，追

求神采。这是书法艺术课要解决的问题。其次，二

者的感受不同。写字本身并不能表达感受，只要把

字写得端庄清楚就可以了。而书法则能表达书写者

的思想感情、精神境界、理想追求。观赏者亦能从

中获得多种感受与启示。总之，写字注重的是实用

性，而书法注重的是艺术性。写字的最终目的是为

了让人明白你所表达的意

思 , 书法的最高境界是追

求意境、抒写性灵。

所以说：作为一个真

正的书法家，一定要有一

个清醒的认识：书法不同

于写字，同时也不单单是

一门笔墨技巧，而是一门

综合性艺术。书法的本质

应该具有三个层次：一是

笔墨技巧，二是文化内涵，

三是人文精神。这后两个

层次如何实现？那就需要

努力丰富各种知识，加强

内心修养，也就是我们所

说的“字外功”的练习。

这样，写出的字才不至于

是花拳绣腿、平淡肤浅。

中国大书法丛刊：请

谈谈您的读书生活，您平

时喜欢阅读那一类的图书，这些书藉对您的影响？

丁谦：前面说过，书法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它

涉及到很多学科，如文字学、文学、史学、哲学等。

并涉及到各种姊妹艺术，如音乐、舞蹈、戏曲、武

术、绘画、建筑等。书法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形的

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从一幅好的书法作品中，

我们细细品味，可以从中看出书者传统文化功底的

厚薄，艺术品位的高低。纵观数千年中国书法史，

从王羲之到颜真卿，从赵孟頫到启功，哪一位不是

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因此，作为一个书法艺术工

作者，我们不仅仅要学习传统的笔墨技巧，还要博

览群书，努力学习各种有关知识，丰富我们的头脑。

我平时还算比较注重学习，喜欢读古典诗词、国学

经典、人物传记、中国书法史等等。这些书籍不仅

滋润着我的书法水平不断提高，更滋润着我的内心，

使之在为人处世上正直、善良，但求无愧我心。书

到用时方恨少，我一直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感

到读的书不多，掌握的知识太少。现在我仍然坚持

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读书学习。我信奉的信条一直

是“活到老学到老”、“休叫一日闲过”。在书法

创作时，我经常是书写一些自己创作的诗词短文。

即便是抄写古诗文，也是先感受其内容意境，然后

再进行不同形式的创作，以期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

谐统一。由此，创作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阅美文、

感意境、创佳作的身心愉悦过程。

中国大书法丛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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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谦：社会的发展进入了网络化、信息化时代，

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现代化生活，但同时也给这

个社会带来了浮躁。书法界群山少峰这种情况的出

现，应该说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严重阻碍了我们对书法艺术

的深度研究与思考，缺失了对献身书法艺术赤诚奉

献的精神，从而导致了这一代人乃至几代人书法大

家的断代。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丰富了人们

的物质生活，但也遗失了很多东西，其中最大的遗

失，就是对人生信仰和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遗失。

埋头读书、追求理想几乎成为这个时代的弃儿，人

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甚嚣尘上。近年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全力以赴，正本清

源，从学校到社会，竭力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张华庆代表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为丁谦颁发第四届大书法国展评委证书

丁谦作为评委在第四届大书法国展评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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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谦书法 / 节录道德经句

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书画艺术工作者也在进行深刻

反思。尽管如此，人生理想信仰的缺失是巨大的，

真正恢复她，需要全社会作出不懈的努力和相当长

的时间。

中国大书法丛刊：当下的书法界有许多自我炒

作的所谓大家，为了“名利”不择手段，正常的书

法批评严重失语。希望从深层次解析方面听到您的

分析？

丁谦：深层次谈不上，可以谈一些自己的点滴

看法。现在书法界真可谓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在貌似繁荣的背后，实则乱象纷呈。一些所谓的书

法家们，为了追名逐利，盲目自我吹捧、自我炒作。

特别是一些人亵渎书法艺术，利用嘴、鼻、发、脚

甚至生殖器官进行所谓的书法艺术表演，其拙劣手

段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另外，现在的书法批

评被严重扭曲，评论文章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式：说

到优点，就无限放大，能吹上天；一旦说到缺点，

就无限缩小，甚至于缺点也被说成是优点。这种情

况的产生，离不开大的时代背景。前面说过：人心

浮躁，追名逐利。一方面，现在的书评文章，大多

是受人之托，或者是收到实惠，自然是一味的吹捧。

另一方面，真正的书评文章需要具备深厚的学识与

相当的胆识，当前背景下，一般的书法理论工作者

不具备。即便有独到见解者，由于不合时宜，出力

不落好，甚至于受到排斥和打压，由此形成集体失

语。这是时代的一种悲哀。实际上，忠言逆耳，良

药苦口，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真正的批评是爱护，

一味的歌颂是捧杀。我们亟需树立正确的书法批评，

呼唤清风正气。这样，才能有利于推动我们当代整

体书法艺术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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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谦：这些年，中国书协、中国硬笔书协举办

了不少国展、届展、中青展、妇女展、青少年学生展、

正书展、行草展等等，确实对普及和提高全民的书

法艺术起到了极大作用。书法新人、新的作品不断

涌现，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不断钻研，大胆创新，

甚至走上了书法职业化的道路。您说的这种情况确

实存在，原因之一是有些公认写得较好的“获奖专

业户”，或由于年龄、或为了保住声誉等原因不再

参赛。原因之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书法艺术

水平的不断普及与提高，确实出现了新人不断涌现、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况，这应该是一个可喜的

现象。但还有第三种不太好的情况：一些年轻人追

逐时尚，观看风向，分析评委特点和喜好，一切为

参赛而参赛，为获奖而获奖，导致了真正学习书法

目的和意义的偏差与错位。这种短视行为，造成了

昙花一现的结果。不过，近两年我们看到一个可喜

的现象，随着国学文化的大力提倡，随着书法市场

的正本清源，有一种可贵的意识正在觉醒：人们不

再注重头衔，不再重视名声和地位，而在逐步重视

真正的书写水平和艺术质量。这种情况的出现，是

书法艺术觉醒的结果，是艺术市场成熟的结果，也

是艺术发展规律的大势所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