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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书法丛刊：请您谈一下您学习书

法的经历？您学习的初心与动力是什么？

熊洁英：我学习书法是九十年代初期，

准确的说当时就是练字，就是想把字写得漂

亮、工整。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字已经

写得很不错了，经常受到大家的夸奖。我在

学生时代写字还获了很多奖，但是在投稿市

里的一个书法展览没有选上，对我来说打击

比较大。意识到我可能写的有问题，才开始

真正的学习书法。通过学习，认识到书法和

写字是有区别的，写字就是实用，让大家容

易识读，把字写最漂亮就行。书法则不然，

书法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是有着数千

年历史的古老艺术，更是中国文人修身养心

的独特文化，不仅仅是要把字写得工整漂亮

那么简单，也不仅仅是笔法、字法、章法、

墨法等那些技术层面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书

写者以汉字作为载体，在书法的过程中酣畅

淋漓的表现，通过书写的内容抒发自己的想

象和情感，让欣赏者在精神上得到享受。比

如王逸少的《兰亭》、颜鲁公的《祭侄稿》、

东坡先生的《寒食帖》、杨少师的《韭花帖》

等等这些经典名作。对书法有了重新的认识，

也让我逐渐喜欢上了书法。现在，书法已经

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并且给我带来无

穷的快乐。孔子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我当时比较喜欢雄浑、高

古、朴厚一路的书风，我选择了《张玄墓志》

《张猛龙碑》《元桢墓志》等作为临习的范本。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的作品入选了全国

性的展览，取得了一点点成绩。成绩的取得，

带给我快乐的同时，也让我静下来思考。学

而不思则罔，思考之后，又发现不足之处，

感觉到作品线条有些方硬，刀刻味比较浓，

缺 少 线 条 的 韧 性， 也 就

是 说 有 骨 没 肉。 好 的 作

品， 线 条 一 定 是 有 骨、

有 血、 有 筋、 有 肉。 找

到 了 差 距， 我 就 想 临 一

些 行 草 书 进 行 弥 补， 选

择了法书墨迹开始临写。

怀素、王羲之、黄庭坚、

苏 东 坡、 王 铎 等 等 反 复

临 写， 来 补 充 营 养。 再

后来又临了一些篆、隶。

最 后， 把 临 过 的 行 草、

篆隶和北碑糅在一起来

表现，来丰富我的作品，

我要沿着碑帖结合的方

向 继 续 探 索， 永 远 走 下

去。

我 学 习 书 法 不 仅 得

益临写，同时得益读帖。

记 得 当 时 学 习 草 书， 为

了 记 住 草 书 的 草 法， 就

是 多 临 多 写， 但 效 果 不

是 很 好。 之 后 我 进 行 调

整， 开 始 大 量 时 间 去 读

帖， 反 复 揣 摩， 然 后 再

写，结果效果事半功倍，

读帖也就成了我的学习

习 惯， 也 不 仅 仅 满 足 于

读 字 法 了， 开 始 读 这 本

帖 的 作 者， 读 这 本 帖 通

篇内容，再后来扩整到读这个时期的书法风

格和书法现象，以及产生这个书法现象的历

史和文化背景，读帖也就成了我日常的生活

习惯。所以说，我的学书经历就是一直在路

上，不停地学习，不停地思考，不停地调整，

向着目标前行。

我学习书法最初就是想当一名书法家，

生活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当我有幸结识中

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席张华庆教授之后，又在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在张主席身边工作，张

主席作为良师益友，让我受益匪浅，也改变

我的想法。张主席在 2006 年提出了大书法

理念。大书法理念的基本定义是：以汉字为

载体，包含各种书写和锲刻工具所创造的艺

术作品，如书法、硬笔书法、篆刻、刻字等

等。大书法的大，不是大小的大，是广义的，

是一种包容，有海纳百川的气魄。让我感觉

到，做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不仅仅要提高

自己的艺术水平、艺术修养，精心创作，把

作品奉献给人民，奉献给伟大的时代。同时，

还要有责任、有担当，用奋斗的精神去践行、

去推广中国大书法事业的发展。不仅仅在国

内，还要在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大

书法、喜欢大书法，学习大书法，为弘扬中

国文化，践行大书法，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的繁荣兴盛去努力奋斗！

中 国 大 书 法 丛 刊： 您 参 与 组 织 并 连 续

担任了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第一届至第四届国

展的评委以及中国书协全国刻字展评委等许

多国家级展览的评委，可以说全方位见证了

2006 年以来中国大书法各类国家级展赛开

展的历程，做为资深的专家请您谈谈这方面

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请您对今后国家级

的展览如何开展、发展方向提出您可持续性

健康发展的建议？

熊洁英：我有幸参与组织并连续担任了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第一届到第四届国展的评

委，以及中国书协的全国刻字展评委等许多

国家级展览的评委。首先要感谢中国硬笔书

法协会和中国书法家协会对我的信任，同时

也给我更好地学习机会。2006 年，中国硬

笔书法协会举办了第一届硬笔书法家作品展

览，那一届展览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展览。第一，规范了展览的名称，叫全国第

一届硬笔书法家作品展览。之前中国硬笔书

法协会主办了好多展览，但大多是商业展和

主题展，展览没有连续性，让人很难记得住。

第二，建立健全了全国硬笔书法展的评审机

制，树立起一个国家级艺术团体的权威形象。

第三，改变了硬笔书法作品在大家心里的模

式，颠覆了大家对硬笔书法创作的认识。大

家原来认为的硬笔书法就是写钢笔字，创作

形式单一、呆版，作品尺寸有的是 8 开，有

的 16 开，甚至还有 32 开和 64 开的，谈不

上展览效果。我记得，第一届硬笔国展启事

公布之后，当时主持这些工作的张华庆主席

率领李冰兄和我，在网络上展示各种硬笔书

法的创作形式，把书法传统的册页、长卷、

手札、条幅、扇面等形制与硬笔书法创作相

结合。同时，在作品中融入很多传统元素，

比如有在作品中加了瓦当、石刻、织锦、青

铜器等传统图案；有传统花笺的作品组合，

像薛涛笺、十竹斋笺、陈师曾笺；有毛笔题

签与硬笔作品组合等等，开了当时硬笔书法

创作的先河。这让当时参与评审的好多书法

名家都非常意外，没有想到硬笔书法作品也

能这么养眼，以至于后来整个书法界的比赛、

展览都受此影响。第四，展览的效果可以说

是空前的。展览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展出，由于开幕当天参观人数太多，害怕产

生共振危险，军博工作人员采取分时分批进

入展厅办法。一直到闭馆，观看展览的人还

是络绎不绝。所以说全国第一届硬笔书法家

作品展的成功举办一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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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之后，又举办了全国第二届、第三届硬笔

书法家作品展览，在第三届展览中就把书法、硬

笔书法、篆刻、刻字都包括进来，符合张华庆主

席提出的大书法理念。既推动了弘扬中华文化、

践行大书法的工作，又提高了硬笔书法人在创作

上的自信。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为了庆祝这伟大的历史时刻，中国硬笔书法协会

主席张华庆教授提出了将全国展提前一年举办的

见意，得到大家一致认可。全国第四届硬笔书法

家作品展览名称改为全国第四届硬笔书法家大书

法作品国展。从名称看就更加明确了，大书法国展。

这届展览征稿启事更加细化，毛笔组统一了作品尺

寸，但可以形式不限，横竖不限。硬笔组分为手卷、

册页组和小品组。小品组同样也是规定作品尺寸、

形式不限。刻字组增加评书法作品作为刻字作品入

展的参考。篆刻组增加了入展作品寄一件作品原

石，与展览同时展出。本届展览来稿数量数以万计，

入展作品的水平基本可以代表当下全国各类书法

创作的最高水平。评审规则更加细化，最大限度地

做到公平、公正、科学、民主。本届展览设置三展区，

毛笔展、硬笔册页手卷展和硬笔小品、篆刻、刻

字分别在廊坊固安、深圳宝安和镇江博物馆展出。

可以说全国第四届大书法国展对今后各种国家级

的书法展览都会起到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习近平主席讲：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

志，是真正的中华基因。所以说，为了实现社会主

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举办国家级的书法展览是有必要的，我对举办全

国性展览谈谈我个人的想法：

一是要规范展览名称。全国性的书法类展览、

比赛，一定要由国家级的专业书法团体主办或指

导，评委一定是有代表性的专家。可以是书法家、

书法理论家、美学专家共同参与评审，评选出来

的作品才能代表国家级的展览水平。

二是书写的内容一定是积极向上的。古代也

好，现代也好。对书写内容也要评审，不能粗制滥

造，精品一定是创作内容与创作理念完美结合的。

三是全国展览和比赛要区分开。全国展览可

以二年、三年、甚至四年、五年举办一次。不需

要更多的限制，倡导作品形式多样化，组稿方式

可以是推荐、邀请和自由投稿，这样宽松的创作

空间更利于出精品。评审作品时一定要让评委们

有一定时间去读作品，要当做一个工程来做这件

事情，这样才能出名家精品。比赛就是要规定尺寸，

规定内容，自由投稿，在投稿作品中选出一定数

量的作品，让作者集中到现场进行书写，可以评奖。

获奖作者的作品就可以推荐到全国展览中。现在

的展览比赛没有区别，更多的是制造书法明星，

变成一种快餐文化，有很多人是得了几次奖后，就

觉得自己是老子天下第一了，再过两年，别说得奖，

入选也没有了，昙花一现。

四是要加强大书法的海外巡展，把一些古代

经典作品（可以是复制品）与当下真正有实力的

书法家作品共同展出，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书法、

喜欢中国书法，学习中国书法。真正让中国书法

做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中国大书法丛刊：当下的书法界有许多自我

抄作的所谓大家大师，为了“名利”不择手段，

放眼国内书法界如武术界近期的“马保国现象”

也比比皆是，俗书泛滥、歪风邪气，正常的书法

批评严重失语！请您分析一下为什么书法界会有

这种现象的产生？

熊洁英：哈哈……就是那个 30 秒被业余拳手

击倒三次的“武术大师 " 呀，这个视频现在比较火

呀。这个“大师 " 呢表面是被对手击倒了，但是严

格的讲，是被自己击倒了。我想：最初他把自己

包装成武术大师，一定编造很多传奇故事，这些

故事一传十，十传百，故事讲得栩栩如生，让很

多人受了欺骗，到最后，这谎言故事连他自己都

相信了，他认为自己就是真正的大师了，所以才

会发生在比赛之前，他发信息给他的亲戚朋友们，

让大家关注这场比赛的视频，才使得这个视频迅速

传播，火遍大江南北。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武术界，

但是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

书法界当然不会例外，有些书法伪大师，用

头发写，用脚写，用嘴写等等，还有很多更奇怪

的方式表现。你有好好的手，好好的笔不用，用

这些来哗众取宠，我感觉充其量就是个杂耍，没

有一点艺术可言。

有些书法伪大师，用图案来代替笔划，比如

用草书写老虎的虎字，最后一笔，画得像老虎尾

巴的花纹似的。还比如写佛字的单人傍，画了一

个似人的剪影图案等等。这些东西失去书法书写

的味道，表现得很俗气。

还有些书法伪大师，把自己与真正的一些大

师或者名人扯上关系，有的利用姓氏，比如他姓

王，就会说自己是王羲之的多少代传人。有的利

用身世，比如是满族，就会说自己是什么皇族等。

事实上，书法艺术与这些没有一点关系，因为没

人考证你是否是谁的多少代传人或者是什么贵族，

即使你真的是，也并不代表你就是大师了。而真正

的一些大师，往往把这些忽略了，比如我们熟知

的中国当代书画大家、教育家、国学大师启功先生，

他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是天潢贵胄，但是启

功先生说：我叫启功，姓启名功，从来不拿自己

身世说事。

书法界之所以会产生这些伪大师现象，第一，

是因为一些虚假、浮夸的风气造成的。学术界现

在缺少真正有价值的评论文章，很多都是辞藻华

美而感情匮乏，属于通用型的评论文章。更有甚者，

有的评论文章把某某书家捧得与古代先贤媲美，

甚至已经超越经典，天下无双了。另外，媒体正

确的舆论导向很关键，媒体一定要甄别，一定不

能让一些“江湖大师 " 堂而皇之进入权威媒体。

第二，是因为当下的快餐文化造成的。很多

人刚刚学上书法，还没有领悟到，就不知廉耻地

通过特殊的途径，想成为书法家，甚至书法名家、

大家。

第三，也是最重要原因，就是想成为书法大

师确实大难了。书法大师一定是书法的通才，是传

统文化的通才，对传统的东西一定要精熟，但又不

能是复印机、复读机，要体现出书家的独特的精

神气质和文化修养，独特的艺术见解和艺术语言

才行，这些是必备基本条件，还要有产生大师的

环境、平台等外在因素。现在很少有人深入去学习，

张华庆、李冰、熊洁英与日本第 81 任首相村山富市亲切合影 熊洁英策划组织刻字名家邀请展，陪同张华庆、高继承等观看展览

熊洁英在第四届大书法作品国展评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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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研究，去探索，苦心孤诣。大多都是浅尝辄止。

现在很少人能耐得住寂寞，独自在书斋里学习，

更多的是各种应酬，利益至上，迎合市场，甚

至还有一些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被金钱物质所

吞噬。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文艺工作者应该

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

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

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中国大书法丛刊：中国的汉字刻字艺术历

史悠久，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书法家

协会成立了刻字研究会 , 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余

届全国刻字展，中国硬笔书协也在大力推动刻

字艺术的发展，你做为中国硬笔书协刻字委主

任，中国书协刻字委员，请谈谈大书法之刻字

艺术在当下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展望一下刻

字艺术可持续发展的愿景！

熊洁英：中国的刻字始终伴随着中国文字

演变和书法风格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从

甲骨文开始，到后来好多碑帖，比如石鼓文，

各种汉碑、魏碑、各种造像、隋碑、唐碑等，

再如《淳化阁帖》《大观帖》《停云馆帖》《三

希堂帖》等，还有各个时期的匾额，这些都属

于刻字，这些刻字都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刻字，

属于实用工艺，主要强调刀法精准，尽量反映

出书家书写的原貌，就如启功先生讲的，透过

刀锋看笔锋。

现代刻字是大书法艺术的范畴，是源于传

统刻字，以书法为基础、为前提的，集立体构

成和平面构成、色彩、刀法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

中国书协于 1991 年成立了现代刻字研究

会，已经举办了 12 届刻字艺术展，中国硬笔书

法协会也设立刻字专业委员会，举办了刻字活

动，对推动现代刻字艺术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当下 , 现代刻字艺术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广

泛的认可和关注，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东南

亚等一些汉字文化圈的国家都非常认可这门艺

术。但是，现代刻字艺术在发展过程中还是存

在一些问题，如果可以解决，还是有相当大的

发展空间。

第一，从事这门艺术的人相对其他艺术还

是较少。喜欢刻字的人很多，但更多的是想通

过参加展览，来取得荣誉，取得荣誉之后就远

离了，更有甚者，取得荣誉之后，还嫌弃了，

就是人们常说的登岸弃舟。

第二，缺少一个完善的教学体系。现在艺

术类院校没有开设专门的刻字专业课程，现在

更多的传播是靠刻字艺术家办培训班，采取师

傅带徒弟这种模式来培养人才，这样的模式学

习成本很高，而且受众面很窄。

第三，对刻字艺术还有一定的偏见。虽然

这些年各种刻字展览推动得很有序，大家也喜

欢。但是，一些国家级博物馆收藏却很少，宁

愿收藏一些有文物价值的匾额，也不收这种艺

术价值很高的刻字作品，前年，中国文字博物

馆对现代刻字作品收藏，是开了收藏刻字作品

的先河，得到了刻字界的关注。前些年，全国

几个地区建了刻字艺术馆，但是，大家关注度

也不是很高，我觉得这种艺术馆如果在综合的

博物馆或美术馆会有更好的效果。

第四，刻字作品价值还不高。刻字作品我

觉得艺术性很强，尤其是那种刀凿撞击木板之

后产生那种肌理效果，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通过色彩的处理，会产生一种艺术共鸣和视觉

冲击力是意想不到的。但是，这种纯艺术品的

价值往往不抵一件工艺品。

第五，刻字界的朋友现在自信心还不够。

习主席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只要专注刻字

艺术创作，创作出满意的刻字作品。作品是艺

术家的立身之本，有了好的作品，一定会自信

满满的。

以上这些问题是任何事物发展过程都可能

会遇到。我觉得现代刻字艺术的发展前景还是

很广阔的，弘扬中华文化，践行大书法，刻字

艺术作为大书法的重要组成，只要大家坚定信

念，充分展现刻字特点，兼容并蓄，体现汉字

艺术之美，在大书法艺术的广阔天地里，一定

会大有作为！

熊洁英书法 / 王原祁《画论》

熊洁英书法 / 辛弃疾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熊洁英刻字 / 修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