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时代 大书法 大风流 
——全国大书法行草展评选综述与思考

谢继东

2020 年，无疑是中国硬笔书协和中国大书法非常

重要、非常精彩的一年。

正是在这一年里，中国硬笔书协先后举办了中国大

书法正书展、篆刻刻字展、行草书展等系列大展。一

系列大展的举办规模、来稿数量、作品质量、展览档

次均创历史新高！

正是在这一年里，中国大书法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传遍大地，中国大书法的艺术实践如火如荼，亮点频

出。在全球突发其来大疫情的背景下，中国硬笔书协

依然以强劲的态势先后在西安、宁波举办了颇具规模

的正书展、篆刻刻字展、行草书展，赢得了艺术界的

广泛关注，也完美地诠释了中国大书法包含毛笔书法、

硬笔书法、篆刻、刻字等一切以书写、锲刻工具为载

体的艺术理念！

中国毛笔书法和硬笔书法自八十年代形成“全国热”

以后，经过三十多年特别是近一二十年的蓬勃发展，

尤其是在中国书协和中国硬笔书协持续举办的各类国

展、专项展之影响下，造就了一大批“书写高手”，

成就了一大批“书法展老手”，各级各类书法展也由

此形成了一种规模化、专业化、大众化的颇具影响力

的展览文化。而近二十年高等书法教育的迅猛发展、

全国书法教育培训的遍地开花，与书法教育在中小学

课堂的普及与深入，更是让中国书法的发展形成了群

众基础广泛、字帖出版齐全、专业人才众多、教育体

系完备的良好格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应该是历史

上一个书法最好的时代！书法也越来越朝着专业化、

精品化、艺术化、展览化的道路迈进！

中国大书法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蓬勃发展的。在中国硬笔书协今年举办的系列大展中，

行草书展无疑是一场最为瞩目、最为精彩、最有特色

的展览。清代刘熙载曰：“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

行草书，尤其是草书，束缚性最小，可变性最大，也

最能体现书家的艺术构思、心绪律动和情感宣泄，由

此行草书展也得到了更多书家、书法爱好者和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参与、投入与热爱！

宁波硬笔书法家协会有幸承担了中国大书法行草

展的整个评选与展览活动。笔者也有幸见证并亲身参

与了整个行草展的初评与终评工作。如今，评选工作

虽然已经结束了一个多月，但整个评选过程中的点点

滴滴、细枝末节、酸甜苦辣、得失取舍，却仿佛还在

昨天，令人难忘！拙文试图对本次行草展的初评与终

评做系统回顾、思考与展望，并期待与广大书家、读

者交流共勉！

本次大书法行草展共来稿一万二千余件。从作品分

布来看，毛笔书法作品约七千余件，硬笔书法作品约

五千余件；从作品形式来看，六尺整张毛笔书法作品

约有六千余件，毛笔书法小品二千余件，毛笔硬笔书

法长卷、册页约三千余件，硬笔书法小品约一千余件。

九月上旬，由中国硬笔书协、中硬书协浙江工委和

宁波硬协组成的专家初评评委团分为四大组，在宁波

扬帆美术馆偌大的大厅进行了为期整整三天的初评！

从参赛整体作品来看，本次大展基本体现了中国硬笔

书协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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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书法”理念。

在初评过程中，面对一捆捆、一包包扑面而来的来

自天南地北、四面八方的作品时，“老辣、干练、专业”

的初评评委们，以 3—4 人为一组，集体对每件作品进

行“取舍”与“去留”。这里面包括几个层次，一是

极少数不专业的“老干体”“民间体”“初学体”“江

湖体”乃至粗制滥造、随意应付的参赛作品，评委们

几乎是“异口同声”说“过”，在第一时间立即“秒杀”，

毫不留情，绝不手软；当然，对那种内容好、形式好、

艺术好的佳作，一眼看过去就称得上专业的精品之作，

评委们也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啧啧称赞，说“留”！

绝不含糊，绝不吝情！

因为一万多件来稿中只能留下 1200 件左右的作

品进入终评。初评第一轮下来，第一时间毫无争议能

进入终评的作品只有六百余件！接着，评委们从待定

的一批作品中经过反复酝酿、反复比较后，又挑选了

五百余件。最后，专家组对淘汰下的几千件作品又进

行了一次“大浪淘沙”，一一滤过，法眼识珠，以免

对真正的好作品产生遗漏！

就这样，经过三轮反反复复地比较、挑选、取舍后，

1200 件左右的作品幸运地进入了终评，也就是所谓的

入选作品，其中毛笔七百件左右，硬笔五百件左右。

就这样，在初评这个环节，有近一万件作品被“无

情地”“残酷地”淘汰了！当然，在成千上万件作品

评选中，总难免有“遗珠之憾”，但我们也坚信，在

这样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信息化、大众化时代，

真正优秀的、精彩的作品是不会被淹埋的，是金子总

会闪光，是好作品总会被发现！

记得在初评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件作品的入选令全

体评委费尽周折，牵肠挂肚，也体现了评委们对真正

佳作的呵护与关爱！这是一件来自海外国家的不足二

平尺的行书小品，由于种种原因，作品竟然缺了个角，

从作品的完整性来看，这当然是要被淘汰的！但是该

小品透露出的清雅、蕴藉、流宕、秀美与才气实在令

每一个评委都爱不释手、啧啧称赞，一致认为如果该

作品不入选实在有些太可惜。有评委甚至提出，打通

远洋电话，叫作者重新写一件作品快递寄来。就在大

家左右为难的抉择中，细心的鲍评委竟然神奇地在偌

大的评选现场，从成千上万件来稿中找到了这件小品

那残缺的一小块，拿过来一合上，一件完整、完美的

毛笔书法小品赫然在目，全体评委终于长长地舒了一

口气，感觉比自己入展还开心！就这样，一件毛笔小

品几经周折，柳暗花明，一路斩关过将，顺利进入终评，

最后又幸运地成为 200 余件入展作品之一！

当然，真正竞争最激烈，淘汰最残酷的还在终评现

场！ 1200 来件入选作品，经过安全稳妥地运输，终于

到达了美丽的大海湾之畔——象山工人疗养院，静静

地等待来自中国硬笔书协和全国各地毛笔书法、硬笔

书法专家评委的评判！

金秋十月的象山大海湾畔，丹桂飘香、红枫遍野、

空气温润、甚为怡人！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评委、监

委们似乎还来不及细细观赏美丽的海景，细细品味新

鲜的海鲜时，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终评工作。一千二百

余件大幅作品和长卷、册页、小品，在二楼内外的各

个会议室全部一一悬挂或者陈列摆放出来。在主任评

委详细解读了《评审委员守则》《监审委员守则》《学

术观察员守则》，明确了每位评委、监委的职责后，

每个评委手握着掌握着“生杀大权”的评选票，从最

初的兴奋、激动到后来的理性、疲惫与坚持，经过两

天不停歇、不间断、高强度、大体力的评选，本着“对

每位作者负责、对每件作品负责”“经得起时间考验、

经得起艺术考验”的评选原则，终于完成了“千里挑百”

的重任！

在毛笔作品的评选中，六尺竖幅作品中无疑是数量

较多、精品较多的一部分！纵观整个入选作品，来自

传统、经典一路的作品首当其冲，大多以米芾跌宕欹侧、

沉着痛快，黄庭坚长枪大戟、辐射跌宕，二王风流蕴藉、

温婉雅致，明清溥山之缠绕拙朴，何绍基之敦厚生辣，

赵之谦之率真碑味等书法风格居多，当然，也发现了

学习取法日本“三笔三迹”等风格的优秀作品。而在

毛笔长卷、册页中，更多的还是取法“二王一路”“宋

意书韵”等新清雅致的书法风格的作品居多，当然，

也有一批学习当下“入展获奖高手”时风的作品。

从入展作品看，绝大部分入展作者都能比较理性，

比较深入地对历代传统碑帖进行细致全面的临习吸收

乃至创新，对某体某家的笔法、墨法、章法等把握到位，

同时融入了自身对书法本体的理解与构建！对颜真卿

“细筋入骨、势如秋鹰”、米芾“沉着痛快、八面出锋”、

钟繇“云鹄游天、群鸿戏海”，王羲之“龙跳天门、

虎卧凤阙”等书法风格有着用心的把握与运用！

而在草书入展作品中，涌现出最多的无疑是学习“黄

庭坚草书风格”的大草作品，一反前些年二王式小草、

孙过庭《书谱》式小草、怀素清雅缠绵式小草、张旭

狂放式大草、王铎涨墨式大草乃至当代书展流行式草

张华庆为谢继东颁发全国大书法行草书作品展览监

审委员会委员聘书

张华庆、谢继东在全国大书法行草书作品展览终评

工作现场



书之风格，许多作者钟情于黄氏草书对结体空间的腾

挪置换、跌宕起伏，对线条一波三折的极尽舒展，对

作品意境的阔大气势的追求，显示出了近年来书法作

者创作黄氏草书作品风格时所追求的一种大快感、大

气象、大气势！

草书之美，多半隐匿在形态之外，线条是外形，是

具象的，但线条表现出来的理念和情趣是抽象的，著

名文学家韩愈称草圣张旭：“喜怒、窘穷、忧悲、愉佚、

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

焉发之……可喜可愕，一寓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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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硬笔行草书作品评选中，“硬笔亦不输软笔”，

众多评委亦都是资深“软硬专家”，显得更加“专业”，

更加“挑剔”，更有“发言权”。硬笔书法艺术经过

近三十年的长足发展，除了继续保留硬笔快捷、迅猛、

灵巧、便利等特有的属性外，越来越多的硬笔书法家

坚持“软硬兼施”“软硬兼善”，善于从历代经典毛

笔书法字帖中吸取养分，融会贯通，创作出真正有书

法艺术底蕴的硬笔行草书作品！我以为这也正是硬笔

书法作品真正有生命力、有价值的地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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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欣赏《兰亭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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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怀

与兴叹，感受到人文精神上的慰藉与激励。而《祭侄稿》

《黄州寒食帖》，其通篇结构的大小、长短、疏密、浓淡、

欹侧等变化，在有意无意中流露出一种无“无意于佳

乃佳”的意趣。书写的是都是书家自身的国恨家仇、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行草书应该说也是书法艺术中最能呈现书者功力

和个性情趣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最难驾驭的艺术手

段。唐人孙过庭《书谱》云：“草以点画为性情，使

转为形质。”行草书的点画线条具有无限的表现力，

要求具有力量感、节奏感和立体感，反映出书家独有

的精神、格调、气质、情趣和意味。

南朝书家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

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所强

调的是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草书也由此完全脱离了

实用意义，成为一种纯粹的高度的艺术表达形式。张芝、

怀素、张旭、黄庭坚、祝允明、王铎、傅山等均为历

代草书大家。

张怀瓘《书议》说：“行书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

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草行”。总之，“书，

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刘

熙载《艺概》）。

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国大书法一直倡导的书法作品

要体现“文学性、艺术性、学术性”，本次评选按照

惯例也成立了“入展作品审读专委会”，邀请文字功

力较好、艺术素养较高的专家、学者对所有入展作品

一一进行文字审查，对作品中出现的错字、别字、漏字、

笔法、草法、印章等“硬伤”进行甄别，以确保入展

作品的专业性、文学性、艺术性、学术性！

当然，综观整个行草书大展入展的二百余件作品，

真正令所有评委“激动人心”“眼前一亮”“过目不忘”

的行草精品、力作，无论是毛笔作品还是硬笔作品，

还是少之又少！更多的是令评委们感到“模仿式”“借

鉴式”“过得去”的作品，真正能扎根传统、笔墨创新、

形式新颖，反映艺术本真，反映这个时代的精品佳作

还是不多！

自从 2006 年张华庆先生在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全国

组联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大书法”理念，在 2017

年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又提出“弘

扬中国文化，践行大书法”的宏伟目标以来，中国硬笔

书法事业发展的大气势、大格局已经形成。中国大书法

以汉字为载体，包含各种书写和锲刻工具所创作的所有

硬笔、软笔、篆刻、刻字等各种书法作品！而这次中国

大书法行草书专项展所展示出的作品正是践行中国大

书法提出的“出精品”的生动实践。“专业性、艺术性、

学术性”的中国大书法理念已经形成并深入人心！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必将呼唤而且产

生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品也必将为这个伟大的时代

产生艺术的大风流。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伟大时代，习总书记

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四个自信”归根结底是文化

的自信！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纷纷扰扰、竞争博弈、

全球化、多元化的时代，越来越彰显出其独具特色的

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魅力！中国大书法所具有

的软实力和文化品格、艺术价值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

中日益显现出独特的作用！中国大书法适时而提，适

运而生，也体现了以张华庆先生为首的中国硬笔书协

人对中国硬笔书法事业乃至中国大文化艺术的理解、

思考与使命！正因为如此，中国硬笔书法事业正在昂

首阔步，也必将迎来一个更为美好灿烂的明天！

让我们期待在 12 月的初冬，在美丽的甬城，一起

观赏一场中国大书法行草书展的艺术盛宴吧！

谢继东

2020 年 11 月初于宁波望湖草堂

（作者是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