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2 日至 23 日，全国大书法行草书作品展览

终评工作在美丽富饶的宁波举行。据展览组委会公

布统计数字显示，本次大书法行草书作品展览共征

得稿件近万件，经过初评、复评、终评等几个阶段

的认真评选，最终，评出入选作品 1000 件多件、入

展作品 200 件。

一、评审现场作品印象

（一）作品取法多样。一进终评展馆，扑面而来

的是书法作品在暖色灯光的辉映下散发出来的清新

气息，一幅幅精湛的书法作品悬挂在成排的钢构展

架上，好是壮观，真是让人应接不暇。浏览过后，

粗略地给作品分了一下类，感觉这批作品的取法途

径非常之丰富。章草作为古体草书已经成为本次入

选作品的一大类，汉、晋、隋、元、明及民国等各

个时期的章草风格均有取法者；今草为一大类，大

草以取法黄庭坚、怀素、张旭者居多，小草以取法

孙过庭居多；行书为一大类，从晋、唐、宋、元、

明、清至现当代等各个时期的行书风格均有取法者，

其中以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米芾、王铎、赵孟

頫等书家为主。

（二）小字作品质量普遍优于大字作品。其一，

大字对联数量不多，能够最终进入入展范围的也是

凤毛麟角；其二，在六尺中堂作品中，大字作品整

体水平要好于大字对联，却又逊于数量相同的小字

作品；其三，小字小品、册页、手卷精品迭出，又

要好于小字行草中堂。之所以出现“大不如小”这

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对于多数作者来说，在创作过

程中，小字要比大字容易掌控，技术性的因素要比

抒情性的因素容易把握有关。

（三）具有创作精神的作品容易受到评委青睐。

好的作品总会让人眼感觉前一亮，这就说明作品在

“神采”和“气质”上已经占了上风。这样的作品

一般在章法上不会有明显缺陷，而在书写能力上又

会有过人之处，如下笔果断，行笔自然等等。除此

之外，这类作品还会给人带来一种新奇感，如作品

中似有根源又无来路的字法、时而出现“破绽”的

笔法、似不经意的墨法等，这正是作者探索精神和

对创作情绪恰当把握的一种表现。

（四）“集字型”和“跟风型”作品明显减少。

所谓“集字类”作品一般以二王、米芾、苏轼等

手札为蓝本，在精准临摹基础上所进行的模仿性创

作。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作品虽具备了创作的形

式却不具备创作的本质。本次评审过程中，仅见到

为数不多的几件仿苏轼手札类作品。所谓“跟风类”

作品一般是紧跟随某一名家或作者的写法，谁时髦、

谁获奖就去学谁，本次评审过程中，仅见到几件以

张旭大草为取法对象的流行风式大草作品。这两类

作品在本次展览的终评中有明显减少趋势，一方面，

初评阶段我们做了很好地把关；另一方面，作者们

也在有意回避类似现象。

二、作品取法及质量分析  

本次展览征稿对作品的尺寸有着具体要求，如毛

笔书法作品统一为六尺整张、毛笔小品统一为四尺

对开以内、硬笔小品统一为 A3 大小等等。由于同一

规格的作品在创作手法和欣赏习惯上有很多相似之

处，所以，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姑且把本次展览

中的作品类型勉强分成为古体行草、大字行草、小

字行草、硬笔行草等四种类型。

( 一 )  古体行草类作品。古体行草是相对于今体

行草而言的，包括不成熟的行草及成熟的章草，由

于古体行草的单字几乎都是采取字字独立的手法，

其章法处理也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特征，以终评中

所见作品为限，这类作品又可以归纳为三种子类型：

1.“草藁”类草书。“汉兴有草书”（许慎《说

文解字序》），许慎所说的草书是广义的草书，其

目的是“临事从宜”，本质是实用性的，形态是“草

藁”化的。本次展览终评作品中取法这种类型风格

的作品不多，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取法汉代简

草风格的作品，作品质量两极分化，判别其高下的

关键点在于作品能否入古出新，这取决于作品能否

解决好笔法问题；第二类作品是取法陆机《平复帖》

类型的作品，所见三件作品古意情趣、笔法功力都

具备一定的表现力；第三类是取法西北残纸的个别

作品，古意率情，但功力一般。

2.“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之典型章草。典

型化章草出现在西汉末年，是被赵壹《非草书》诘

难为“难而迟”，已经脱离实用功能而趋向艺术化

的古代草书形态，这种章草除了汉末魏晋，曾在元

明时期有过一段时期的复兴。本次终评所见取法这

类风格的草书作品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取法汉末、

魏晋或元、明风格的作品，这类作品普遍存在的问

题是由于笔法简单、字法拘泥而显得古意不足、缺

乏气象；另一类是取法魏晋并参以二王笔法风格的

作品，作品骨力强劲、结体雍容，质量上乘，这类

作品在硬笔册页与小品中都有见到。

3. 碑派章草。这类作品多直接或间接取法王遽常，

王遽常深受碑学思想影响，深研汉简、帛书、汉砖，

以碑驭草，为章草书体开辟了新的境界。终评作品

中这类作品有六尺大字对联、小字中堂，也有硬笔

册页、小品，总体来看，作品笔力雄强、字势开张，

作品表现力明显增强。

（二） 大字行草类作品。大字行草书作品主要

有对联、中堂、手卷、手卷拼接（即将横式手卷分

割后再纵向排列拼接成中堂）等几种形式。由于大

字行书和草书的章法在处理方法和内在要求上有很

多相似之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二者进行合并

讨论，其中，以六尺大字中堂数量最多，其章法形

式也最具有典型意义。六尺整张宣纸具有纵向长度

和横向宽度，尺幅上具有相对体量的表现空间，适

合在较大的空间进行展示。在这种尺幅的宣纸上书

写大字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作品的气势问题，大的格

局确立了，作品就成功了一半儿，谋篇布局会涉及

书写节奏的时间性展开和黑白布局的空间性构成等

一系列问题。其次，要考虑作品的细节问题，一是

线条质量问题，一件好的作品一定要有高质量的线

条作为支撑；二是字法格调问题，好的作品一定要

做到使转到位、字法脱俗。总之，一件好的作品应

该是作者的章法设计能力、情感掌控能力和笔墨书

写能力的充分展示。

1. 大字草书。大字草书是大字作品中的主体，其

中以取法张旭、怀素、黄庭坚三家者为主。现代展

览投稿中的大草作品里面几乎见不到韩愈《送高闲

上人序》中所说的“可喜可愕，一寓于书”的情景，

取而代之的往往是重视技法形式而缺乏“草情”表

达的书写，所见取法张旭大草的稿件中只有个别作

品能够做到线条圆畅、结构恣肆、行列沟通，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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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作品则是在线条质量、运笔使转、行列安排、

墨色变化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出现这种

现象，多是一味模仿当代人的流行写法所致，正所

谓“外状其形，内迷其理”。相对于张旭草书的“酒

神式”表现形态，怀素的草书就显得相对理性，也

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取法怀素草书的作品就显得

相对稳健和成熟，有板有眼，但是波澜不惊。相对

于张旭、怀素，取法黄庭坚的草书作品数量更多，

其中不乏具有表现力的好作品，作品在线条质感、

使转关系、字间组合、行列安排、情绪掌控等方面

都能够得到黄庭坚草书三昧；常见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线条的使转关系上，一是不到位，二是不自然。

最具“草情”的当属取法明清一路的少数草书作品，

如个别取法祝枝山、董其昌者，其点线关系、字间

关系、行间关系、情绪掌控等都能够有所表现，或

有“点画狼藉”“触目皆是”之感。

2. 大字行书。六尺书法大字行书作品以取法明清

为主，其次为宋、唐、晋，其中，以取法何绍基、

王铎者为众。何绍基运用篆隶笔法书写颜体行楷，

碑帖融合，墨气陈厚，绵里裹铁；重心偏低，结体

宽博，饶有古意；字间宽绰，笔意连属，中气内敛。

评审中所见取法何氏行楷者，基本能够领略其中要

义。王铎大字行书以势行笔，字势跌宕，通篇墨气

淋漓，真力弥漫，一派大字大幅格局，取法王氏行

书创作大幅作品很容易做到位，评审中所见取法王

铎行书者，亦是如是。间或可以见到个别取法米芾

大字的作品，字法生疏，表现力一般。有一件欧阳

询与阁帖相互融合的大字行草书作品颇具新意，用

笔肯定流畅，行草转换自如，格调脱俗，颇具表现力。

余者有个别取法倪元璐、黄道周、傅山、赵之谦行

草书的大字作品，亦均有较好的表现。

三、小字行草类作品

小字行书、草书作品的章法形式基本是一致的，

主要有册页拼接、手卷拼接、屏条拼接、手卷、册

页及整幅（用局条分割）等几种形式。当今小字行

草书作品参加展览多采用拼接方法，将多个小件组

合成大件，主要解决小件组合关系问题，这应该是

一种非书法的纯粹展示化行为。综合来说，小字作

品的质量总体高于大字作品，从创作发挥角度来看，

小字比大字更稳定，更适合创作投稿作品有关；但

就作品本身来说，小字作品的书写性明显好于大字，

所表现出来的书写功力、线条内涵、字法形式、作

品格调等等都要超出大字，所以，小字作品中的精

品较多。

1. 小字草书。小字草书主要以取法怀素《自序帖》

《小草千字文》、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十七帖》

及《阁帖》为主，这一类作品以册页、手卷及其拼

接形式为主，多以显示功力的形式呈现作品，功力

浅者亦能做到笔画、结构的精准表达，功力深者则

能在笔法、字法上驾轻就熟，犹如己出。

2. 小字行书。小字行书取法最为广泛，其取法范

围包括魏晋王羲之手札及《集王圣教序》，唐代欧

阳询，颜真卿，宋代苏轼、米芾，元代赵孟頫，明

代董其昌，近现代白蕉及日本三笔三迹，等等，有

些作品能够熔古铸今，表现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和

创造力，其中不乏精品。小行书多以纯正典雅一路

为主，皆源出自王羲之，主要以取法王羲之手札、《圣

教序》及欧阳询、苏轼、米芾、赵孟頫手札者，均

以王羲之内擫笔法为主，本届展览入选作品中直接

取法王羲之手札及《圣教序》者比例不大，有质量

的作品不多；直接取法苏轼、米芾者占有一定的比例，

其中，多数作品都是以模拟形似为主，只有少数几

件作品在融入二王等行书元素后饶有新意；直接取

法赵孟頫的小字行书作品虽然数量有限，但质量较

高，尤其是册页作品，清新典雅，格调脱俗。其次

是率意古雅一路的作品，以取法颜真卿《祭侄文稿》

《争座位》为主，这类作品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

类作品多通过渴墨笔触和率意书写来展现古雅与率

情之意，多数作品都能有所表现，但是，清浊雅俗

还是有所分别。有一幅取法《祭侄文稿》的六尺小

行书中堂颇受评为关注，作品以渴笔为主，笔触强烈，

墨色灰淡，富有节奏，笔路清晰，书写性强，字法娴熟，

亦古亦新，虽然整体画面偏灰，缺少画眼，但不失

为佳作。再次是清雅闲适一路的作品，多以取法董

其昌、白蕉、日本三笔三迹为主，典型作品是一幅

受董其昌和日本三笔三迹书风影响的六尺小行草中

堂，作品施墨淡雅清新，散淡清远，行笔缓书轻移，

无意工拙，结字松动自然，不计所由，作品格调清新，

不失为“无意于佳乃佳”之作。

四、硬笔行草类作品

由于硬笔书法字形偏小，小品规格又以 A3 大小

为准，与六尺中堂作品在章法构思上是有明显区别

的，故需单独讨论；书法之义理是相通的，前面讨

论过的内容在此不再赘述，另外，硬笔小品、册页、

手卷之特点通过以往大书法展览已被熟知，也不再

讨论，在此，仅就入展本次终评的硬笔书法作品之

突出特点加以说明。

就书写工具的熟知程度而言，生活在信息时代的

人们对硬质书写工具要比传统毛笔熟悉得多，经几

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集体书写实践，业已形成了符

合硬质书写工具笔性、字法的书写方法，这一情景

在以往汉字演进的不同历史中多次上演过，对硬笔

书法发展进程这一现象的研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以这种观点来审视本次入选终评的硬笔书法作品，

就可以把作品划分为三种类型：

1. 传统书法型作品。作者具有较深的传统书法功

力，能够用硬质书写工具完成具有传统毛笔书法特

质的作品，评审中能够见到直接取法索靖《急就章》、

陆机《平复帖》、王羲之《十七帖》《圣教序》、

北魏墓志、颜真卿《争座位》、米芾手札、赵孟頫

手札、董其昌行书、王遽常章草的手卷、册页和小

品等硬笔书法作品，这一类硬笔书法作品具有明显

的“古质”特征。

2. 古今融合型作品。一方面能够感受到作者具备

较为深厚的传统功力，另一方面还能感受到作者对

硬质书写工具娴熟的驾驭能力，硬笔书写工具的特

性被充分发挥出来，汉字书写之所以能够成为书法

艺术，就得能够达到既要反映人的智慧又要充分发

挥书写工具物性的“成己成物”境界，熔古铸今是

硬笔书法艺术发展的基本方向。

3. 硬笔书法型作品，作者对硬质书写工具的笔性

具有极其熟练地掌控能力，同时，字法熟练，书写

性亦极强，作品特征与传统书法的区别是十分明显

的，这是汉字书写发展到钢笔书写时代必然出现的

现象，这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情况是大部分作品因

为远离了传统而得不到雅化，往往上升不到艺术品

层面，另一种情况则是有极少数作品以其独有的创

造性特质而获得普遍认可。在本次评审过程中，评

委们对书写性强、具有创造性的作品均投以较多的

关注。

庚子中秋  张俊于问樵居

（作者是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渤海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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