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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北京张瑞田先生书法批

评文集《砚边人文》，可谓痛快淋漓，

又令人深思。

《砚边人文》共分三篇，57 篇文

章，均涉及中国各朝各代文化名流或

学问大家，仅民国大师级就有：梁启

超、鲁迅、陈独秀、章士钊、黄宾虹、齐

白石、傅雷、高二适等，高达数百人

⋯⋯由这些人与物遗留在人世间众

多的精彩人生和人文故事，恰到好处

与书法批评结合，在分别写好名流大

家简历、思想追求和社会地位时，先

让读者“知人”后再“论世”，最后笔墨

着眼点落实在名流手札艺术，以此切

入书法批评。

比方《最后的士大夫——章士钊

其人其书》着眼点先写章士钊“爱管

闲事”，为高二适工作多次写信找毛

泽东的故事，看似与书法没有多少联

系，后却借点评章士钊写给毛泽东手

札，将人文书法，人格精神凸显出来，

文章显得精彩异常。

但《砚边人文》一系列文章，着眼

点并非是作者“卖弄”文学或人文“考

据”，主要还是借此渐而介入书法

批评。

像上编“书史书义”《赵壹书学思想

阐释——〈非草书〉与〈刺世疾邪赋〉比

较谈》，虽然表面上依旧延续原先的写

作风格，但很快有的放矢，借古喻今，先

分析赵壹写《非草书》原因，然后点明这

与东汉行将就木、腐朽王朝的政治制度

有关。

接着以书法作为论点，针对东汉

帝刘宏在整肃吏治，重振朝纲，以及

选拔制度上，过分强调书法与辞赋的

重要性的唯一的政治制度，逼迫着众

多读书人为迎合帝王，终日陶醉沉迷

草书技巧中，乐不思蜀，夕惕不息，疯

狂写字，追寻模仿流行书风。

赵壹作为东汉儒家代表性人物，

骨子里那份责任感，敏锐感到刘宏这

种本末倒置价值观，无论治国理政还

是安定人心，包括书法创作都是不可

取的。

赵壹难掩其愤，带着纠结悲感，

这才写下了《非草书》，指出当今众多

知识分子和官僚陷沉在张芝、杜度和

崔瑷草书中不能自拔：“钻坚仰高，忘

其疲劳，夕惕不息，然其工拙，亦如效

颦者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不如将重

心投放在七种经书上，对后世影响难

道不够深远吗！

读毕《非草书》，任何读者都有可

能触摸到作者的情感思想。想到现

在全国有多少书法人，同样也在拼着

生命，扎堆为入展，为获奖，为争入中

书协，一天到晚琢磨国展书风，拜评

委为师，需投其所好，夕惕不息，疯狂

写字，以谋求一旦入展获奖，好利便

随之而来的现象，借古喻今的嘲讽十

分深刻。

《书法情境浅解》一文，作者以戏

剧理论家谭霈生出版《论戏剧性》开

说，最后引至书法创作，阐明戏剧与

书法虽有共性也有差异，但在人格精

神层面上却是一样的：

“千万要警惕书法作品，成为政

治上附庸，书法艺术在情境中需要独

立精神。”

——《书法不是最高级的艺术》，

瑞田先生引经据典，以事实举例说明

无论中国古代，还是现当代，把书法

当成唯一的艺术是对书法本身的

亵渎。

“因为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与其

它姊妹艺术是并存的，平等的，没有

层级之别，高矮之论。”

下编“且思且语”，瑞田先生的文

章，犀利的批判锋芒更加强烈，直截

了当批评当今书坛出现的种种“不

良”现象，比方针对当代很多书家，包

括书法理论界一部分人也都存有“重

书写，轻思想”的现象，他疾呼：

千万不能把“思想深度”让位给

作家或其它类别的艺术：不能让技术

操作淹没了个性和情感，不能仅限在

被动的抄录古诗和警言，降低了书法

品格：我们需要有思想的书法家。

但端田先生明白，他的这份真诚

和呼喊，到底能有多少书家认可？最

后，他只得借用书法家《游寿的话题

和游寿引起的话题》中一段话：

“旧社会账房先生，成天写字，可

是没见出过几个书法家，他们这种

字，人民管叫‘买卖字’。眼下是账房

先生没有了，‘买卖字’一天天多了起

来。”

多年前，瑞田先生以作家身份介

入书法批评的，作为两种艺术情怀的

艺术家，对书法批判精神的执着坚守，

肯定不受欢迎，招至非议和打击自然

难免。

2007 年瑞田先生与上海斯舜威

先生共同在《书法报》分别开设《老斯

说话》《瑞田观点》专栏，由于《瑞田观

点》秉着正义与良知，文章犀利而尖

锐，2012年因《书协究竟是什么组织》

文章，遭受西北某省书协主席跨省封

杀事件。

忧虑、忧思、批评、批判是瑞田先

生内心真实写照，他是不会屈服、不

会妥协的。

维护书法批评的批判力量，是当

代书法的价值所在，由此体现出书法

批评家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

《砚边人文》
张瑞田/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砚边人文》书法批判精神
■朱东旭

近日，由何瑞乐著写的《艺游发轫——

何瑞乐艺文论稿》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

版发行。

《艺游发轫》一书，是由何瑞乐十多年

来撰写的文艺评论作品组成，涉及书法、国

画、油画、散文、诗词、小说、剪纸等多个艺

术门类。从不同角度彰显了他对艺术孜孜

不倦的追求和喜爱。圣人孔子说过，“据于

德，依与仁，游于艺”。通过拜读此书，您可

以看出他用所学的知识在书画及评论方面

有专攻，为内蒙古的许多书画家写了书评，

受到了内蒙古书画界的高度关注。

何瑞乐，1983 年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土

默特右旗，2005 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获美术学、汉语言文学双学士学

位，2012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获

文学（艺术学）硕士学位，呼和浩特市 2018

年政府引进人才，现供职于呼和浩特市美

术馆（呼和浩特市书画院），为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内蒙古

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内蒙古书法家协会

会员，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会员，呼和浩特市

诗词学会副秘书长。 （张春生）

《艺游发轫——何瑞乐艺文论稿》

《艺游发轫——何瑞乐艺文论稿》
何瑞乐/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

《映道——中国画笔墨的
实践与思考》
童中焘/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3月5日，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

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纪念馆、中国美术学

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协办的“中国画

的基点与高度——童中焘《映道——中国

画笔墨的实践与思考》新书首发分享会”在

杭州西子湖畔的南山书屋举行。此次活动

是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近期推出的学术推

广品牌“浙美·湖山书话”之第二话，也是潘

天寿纪念馆举办的“记得先生”系列展之

“映道——童中焘中国画笔墨传习展”的最

后一场活动。

《映道——中国画笔墨的实践与思考》

的作者童中焘先生，字孟焞，1939 年生，浙

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1962年毕业

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

系并留校任教，曾为陆俨少先生助教，后任

中国画系主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李可染基金会艺委会委员、中国美术学

院教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

贴。他的画骨气清刚、风神秀发，奇崛与豪

隽共济。在中国山水画，尤其是对笔墨的

理解、研究、继承和开拓上，童中焘先生具

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洞见，并从理论与

实践的高度回答了中国画画什么、如何画

的问题。

“映道——童中焘中国画笔墨传习展”

自 2021 年 11 月 26 日在中国美术学院潘天

寿纪念馆开幕以来，不但在业内广受好评，

而且在社会上也引发广泛关注。《映道——

中国画笔墨的实践与思考》一书正是在“映

道”展览的基础上深化、拓展而成的，内容

比展览更为丰富、全面、深入、细致。该书

是童中焘先生通过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思

考，对中国画的基点和高度，尤其是笔墨的

要义、精髓做出的深刻解读和独到示范。

童中焘认为笔墨是中国画的核心，展

览和图书以“映道”为题，不仅为展现中国

画所追求的“道”，亦展现中国画笔墨的传

承之道、开拓创新之道。《映道》分为“求学

之路”“笔墨之道”“应目会心”“拓境扬道”

四个部分，论及师承、研习、实践、探索、反

思等多个方面，系统全面、图文并茂地呈现

了童中焘对中国画笔墨实践与研究的心得

体会，深入探讨了中国画尤其是笔墨的特

点、规律和精神，同时以典型个案反映了中

国美院中国画教学的体系、理念和方法，对

中国画的学习和研究极富启发性。

分享会上，童中焘从吴昌硕先生给潘

天寿先生所写的诗句“只恐荆棘丛中行太

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开

始，谈到潘先生一生牢记吴先生的劝勉，在

艺术发展道路上尤其注重“留”（中国画用

笔“平、留、圆、重、变”之一），并以张大千伪

造书画的例子作对比，强调中国画“画如其

人”的思想内涵，即做人的重要性。并以

《映道》中所写的感言作为结束语：“从事中

国画的人一定要有理想，至于能不能达到，

是另外的问题。如果没有达到，可能是我

们的能力不够，或者功夫未到。但是，做人

一定要有理想，要向善。没有追求，生活就

没有意思。追求的东西不一定能达到，但

是生活的意义就在于追求，这是关键所

在。” （黄俊娴 郭哲渊 刘晓丹）

中国学人的气质与风骨
童中焘《映道——中国画笔墨的实践与思考》新书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