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大书法行草书作品展终评随感

9 月下旬，由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办，中国硬笔

书协行书委员会、草书委员会，中国硬笔书协浙江办

事处工委、宁波市硬笔书法协会承办，中硬国培文化

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宁波工人疗养院支持的全国

大书法行草书作品展览终评工作在宁波象山成功举

行。我作为草书委员会主任和此次评审工作的副主任

委员参与了此活动，现就评审工作所感作一简单梳理

与方家书友交流。

一 、评审基本情况

一是场地条件保障良好，确保评审工作顺利实施。

为便于开展评审，中国硬笔书协领导高度重视，

收稿工作及初评、复评有条不紊地展开。进入终评阶

段，宁波方精心策划协调，工作细致周到，自始至终

提供了优质的服务保障，在宽敞舒适的会议大厅，架

起多道活动支架用于张挂作品，确保了能有良好的视

野阅览和比较参评作品，提升了评审工作效率，对此，

应予点赞并致感谢！

二是评审、监审自觉自律，忠诚履行使命责任。

评审前专门召开工作会议，明确《评委守则》《评

审标准》《监审守则》以及评审要求，张华庆主席做

主旨讲话并正式向评审、监审委员颁发了证书，庄重

严肃的氛围让大家感受到作为评审监审者所担负的责

任神圣而光荣。工作期间做到了自觉自律，集中精力，

认真细致，许多评委来来回回观察比较作品，站立时

间很长，既要靠体力又要调动脑力，虽然很疲惫但都

能尽职尽责，以不负创作者的期望和大书法事业的召

唤。

三是书法作品呈现出较强的艺术性观赏性。

广大作者按照征稿启事的有关要求，坚持弘扬中

华文化，践行“大书法”的理念，积极创作，书法作

品形式多样，反映出广大书法创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

聪明才智，较好利用当代科技文明造纸业的新成果，

使得不少书法作品呈现出颇具时代特色又古意盎然的

格调与面貌。此次行草书毛笔书法作品以 6 尺竖式为

多，仿古宣、彩色宣占总体比例一半以上，进入终评

的近千幅书作悬挂于大厅，蔚蔚壮观、气象万千。小

品毛笔、硬笔作品书写精致、精到，典雅讲究，让人

钦羡。册页作品有的匠心独运，章法形式引人入胜；

有的煞费苦心，抄写多篇经典古文；有的机巧妙得，

空灵新颖……呈现出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对参展作品的简要分析

从整体参评作品来看，体现了较强的“创造艺术

之美，以精品奉献人民，以明德引领风尚”植根传统，

守正创新的创作意识，凸显了几个特点同时也反映出

一些问题。

一是注重形式效果，但有的是过分强调了形式。

比如一些册页的纸面底色五彩纷呈，甚至还有多种图

案，看得出作者笔下功夫很好，结字也很精彩，但从

整体上看有点花哨，缺少了几分典雅。再者选材用纸

色宣居多，有的把长卷横幅裁断为若干段，拼接为竖

式，格栅分割显得生硬了些。

二是注重用笔和墨色变化，追求视觉冲击但有些

作品过于炫技和设计。比如有一幅字，

显得笔性线条都很好，但唐突的是出

现了三个长竖，且都在三四十公分以

上，一下子吸引了人的眼球，却让人

觉得整体效果打了折扣。还有的作品

在墨色上做足了文章，但由于不是自

然的书写，不是自然性情流露所出现

的飞白，显得过分干涩或浅淡，效果

并非如意。

三是善于借鉴古人笔意，但有的

生硬照搬缺乏理解化合。比如有的作

者学的是黄庭坚的笔法，作品中本想

有意味地去呈现，但一些字缺乏神韵，

磨砺化合不够，只是生吞活剥地搬来，

导致笔力或拖沓或漂浮，使作品显得

浮华夹生，难于呈现浑然一体的气韵。

三、对草书学习创作的几点思考

（一）  草书学习创作应熟念其法

则规律。

正如任何事物的生成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法则一

样，草书尤其讲究严格的规范。要使其心手双畅，下

笔有由，就需要有严谨而高超的技巧来保证。草书相

对于其他书体来讲，艺术价值远高于其实用性，是一

种更能表情达意，展现个人风采、体现书写者精神趣

味的书体，所以，草书创作需要作者的真性情流露。

另外，草书还是技巧性很强的一门书体，需要书家的

勤奋和天分，能够对技法了熟于胸，方可创作出精美

的草书作品。

草书包括“章草、今草、狂草”三种。章草的特

点是字字区分，不相连绵，体势带有隶意，横画末笔

上挑，左撇右捺分明，笔画连带处旋转如今草，呈简

约朴厚的面貌。今草的特点是脱去了“章草”中保留

的隶书的笔画形迹，上下字之间的笔势牵连相通，偏

旁相互假借，即一般所称的草书。狂草（大草）的特

点是用笔狂放不羁，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无迹，

结体与章法布白，不受任何界格的束缚，疏密相间，

虚实相应。其节奏和韵律充分彰显出书法家的激情，

给人以视觉的冲击与震撼，其独有的魅力能给人留下

意境幽远的遐想与美的享受，令人回味无穷。

（二）  草书的学习创作应力求融会贯通。

《孟子·离娄下》“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

宋代朱熹曰：“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

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

此语道出了艺术的真谛。起承转合的艺术规律适应于

诗文、词章、音乐、戏剧、美术、书法等，一幅好的

书作就是一首凝固的旋律，节奏华彩仿佛于笔墨线条

的变幻。文章乐曲的谋篇架构与书法的章法布局，都

契合于起承转合的创作方法，因此，融会贯通方可左

右逢源、相得益彰。

比如，在创作行草书作品时，是否可融入一些章

草的笔意以增强其简约厚重感，如在创作章草作品时，

是否也可加入一些今草的飞白以增强其节奏感和丰富

性。再比如是否可以用金文中的“屋漏痕”“锥画沙”

的提按中锋笔法和汉隶中的一波三折、厚重的笔法，

以增加作品含蓄敦厚的意韵。

事实上，要学习创作或鉴赏一件优秀的草书作品，

最重要的就是看其是否以辩证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和

儒家“中庸”思想为参照，使笔墨章法中的各种对立

因素和谐一致，进而达到完美的统一，这才是书法美

学的最高表现。因此，只有善于学习积累，艺高识广，

又能融会贯通的书法家所创作的作品，才会更有温度、

更有境界、更受欢迎！

（三）  草书创作应重视书写的内容。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今天的展厅时代，书法主要

属于视觉艺术，供人们欣赏外在画面，而不是品读文

辞内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偏颇而站不住脚的。启功

先生曾指出，人们看到书法家写的“佛”字，就双手

合十，看到“喜”字就高兴，为什么呢？那就是书法

不可能离开文字内容而独立存在！

优秀的行草书作品其艺术价值之高，在于文墨俱

佳，相映生辉。书法的魅力不仅在于形式，也在于内

容与形式的相得益彰。比如，人们在欣赏《兰亭序》

书法时，常常会透过线条、笔法、章法等形式结构去

感受作者对宇宙人生的寄怀与兴叹，感受到人文精神

上的慰藉与激励。《兰亭序》《祭侄稿》《黄州寒食帖》

三大行书让人们心悦诚服，给予我们的启迪是，书法

与文学内容密切关联。书家挥毫创作即兴而书，书写

的是书家自身的喜怒哀乐，是书家心底流出的切时如

需的一个个文字，此时，主客观相融相济，进而达到

天人合一的境地。先贤的榜样力量让我们钦羡，余曾

创作《党旗颂》《北斗颂》《九江连大海》等 700 多

首诗词、千余副对联，在书写的过程中也时常感到，

对书写内容的深刻体会与把握，方可深情而自如地表

达，换句话说，得意之笔的前提是对书写内容的熟悉。

所以说，书法不能脱离文学内容，书法既不依附也不

脱离文学，就要求书家既要重视书写技巧，又要提高

文学素养，注重文墨双修，需要时能自撰自书，创作

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这也正是大书法和中国硬笔书

协所提出的艺文兼备创作导向的应有之义。

以上是对此次终评所梳理的提纲式的几点感想，

浅尝辄止，且只代表本人观点，不当之处还望指正。

【作者是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副主席（兼职），中

国书法家协会第六届专委会委员。】

陈联合

张华庆为陈联合颁发全国大书法行草书作品展览评审委员会

副主任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