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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隶书创作，在总体上可谓承袭汉隶、唐

隶、清隶之遗绪，一大批具有开创精神的隶书

家，从打破“唯碑是尊”，到碑帖融合互参，再借

鉴简牍帛书瓦当砖铭等，进而强调个性创作，强

化形式，注重展览视觉效果，追求内容和形式的

统一和谐，总体呈现出多元化多风格的局面。

隶书的演变就是文化的绵延，流传至今，隶

书的当代变革也不可避免。然而，隶书创新尤

难，难在用笔技巧、章法、墨法上，难在处理好法

度与意向的关系，难在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

系，而最难在于将深厚历史传统、时代需求与个

性特色表达的完美融合。

清末以前，人们对隶书的认识大多局限在

东汉时期盛行的隶书。近百年来简牍的大量出

土，让当代隶书家们拥有了清人所不能看到的

众多原生态早期隶书真迹。这是一个极好的历

史机遇，让隶书家认识到，隶书风行的时空是如

此的宽阔，隶书书体的变革是如此的丰富，隶书

的文化生态是如此的多样。因而，取法对象丰

富多样的当代隶书，在表现形式、风格流派和审

美观念上，都取得了不俗成就。如国展、个展中

一些隶书名家的创作，多元多样效果明显，一些

创作对其他艺术的借鉴和应用，更是加强了视

觉冲击力的提升。

书体综合 碑简杂糅

任何一种书法要发展，都必须突破所谓正

统的藩篱。翻看历史，众多书法家在改造隶书

上做出许多努力，从而使隶书艺术显得多姿多

彩。如伊秉绶掺入宋书，赵之谦融合魏碑，金农

善写“漆书”。当代隶书，也充分吸纳篆书、草

书、行书、楷书等各书之长，就其深度和广度来

说，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隶书是在篆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当今隶

书家在隶书上的“复古”改造，首先是把篆书的

元素糅进隶书。篆隶不分家，尤其是秦简刚由

篆书转化而出，篆意仍存，深入研究转化过程和

写法技巧，把篆书的结构方法、笔法或偏旁、笔

画的写法运用到隶书中，淡化隶书的波挑和波

磔，强化古朴，仿佛回到篆书向隶书过渡阶段，

虽有杂糅，但整体协调而美观。汉代简牍隶书

是一个发现时间短，但风格多样庞杂的书体。

现代隶书主要吸纳汉简的舒张用笔，造型夸张，

富于变化；在线条上，长短粗细随意，点画灵动

飞跃；在章法上，突破章法的平均分布，纵横自

由，字距或紧或松，文字排列自由，上错下落，经

过汉简化的隶书，表现形式成倍增加，“视觉冲

击力”加强，也就适应了当代隶书的展览需求。

在隶书作品中融进简牍帛书的笔意和情

趣，也是当代隶书的创新之举。当前许多隶书

家潜心研究简牍帛书，在隶书创作中，将汉简的

朴茂率真与碑体的严谨法度融合，这样的隶书，

既因碑体之浑穆而得金石之气，又因简牍的笔

墨情趣而得灵动之韵。如鲍贤伦隶书，则是碑

刻与简帛书的糅合，厚重来自碑刻，率意来自简

帛书，两者的结合有效地反映了其用毛笔在宣

纸上追摹古人的审美理想。他还从摩崖中学会

从大处着眼，并随机随势化解碰到的难题，从而

得到宏阔和奇巧的结体和布局。

隶书融入行草，变得更为流畅。以笔画承

接呼应甚至连笔、简省合并笔画，加之隶书本身

的拙朴，这样的隶书突破静态表达，在厚重中透

出活泼灵动，连笔贯气，让创作者的神情雅意透

过笔端而得到更好的宣泄。

随着古陶、诏版、权量、砖文、石阙、摩崖、造

像等大量文物古迹的相继发现，这些质地纯朴的

民间书法显露出水面，这也给当代隶书家的创作

带来了艺术灵感。这些民间书法更多地接近自

然书写状态，绝少法度规矩，毫无矫揉造作之风，

也有颇具个人特质的表达。书家透过书法来张

扬个性特色，并以此构建多元的隶书审美格局。

结构突破 章法丰富

在结构上，当代隶书由于揉合篆书，舍弃了

原有隶书的扁平之势，造型上多以纵长取势，字

体结构发生挪移，使偏旁和部首得以错让，增强

了作品的空间意识和形式上的美感。因隶书对

行书、草书的借鉴而在结构上变得大开大合，疏

密对比强烈然而强调和谐，摒弃了平实普通的

结构，这样就以出人意外的方式达到了极强的

艺术感染力。

在笔法上，“蚕头燕尾”算是隶书不二法门，

传统隶书要求笔笔中锋，讲究“无往而不收，无

垂而不缩”。但当代隶书与行书结合之后，偏

锋、侧锋使用频繁，笔画的表现形式丰富，轻重、

枯润、疾徐甚至浓淡，点画的形态、线条的质感

都与传统隶书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笔画拙朴浑

厚而又不失洒脱自如，线条则充满张力，虚实对

比得到极大强化，艺术感染力更加凸显。

与其他书体不同，汉隶在章法上大都方正

平整，排列严整有序，而当代隶书在章法上突破

窠臼而变得丰富多样。这其中，涌现了许多变

革的隶书家。他们在横竖字距上大作变化，有

的字甚至与上下左右相互钩连，行距有的已经

很难分开；有的活用汉简，已不成列，字形大小

不一，笔画长短相异，纵深感突出，整体对比强

烈；有的还借用绘画之拼贴、装饰使章法更富于

变换。此外，还有行列弱化，字穿插挪让的隶书

形式，排列大胆，以求明显的装饰效果和展厅效

果。

线条多变 墨法多样

当代隶书创作也十分关注线条的丰富，其

纵向笔画如撇、捺、钩等，拉长超乎意外，其他笔

画缩短、加粗、增厚，融长短粗细厚薄于一书，对

比自然强烈。隶书家拉长撇、捺的同时，还故意

调整方向，形成折线和曲线，还添加提按扭转，

节奏感立显。如果隶书家愿意，飞白也会出现

在拉长的线条中，虚实和枯涩再现，又得奇趣。

如沈定庵隶书，借鉴石鼓文的结字规律得雄强

之气，再吸纳了篆书优点，使线条曲折，字形流

畅厚重，再变伊隶沉静之气为飞动之势，寓苍润

于雄伟之中，藏灵气于法度之外，其隶书有波澜

起伏之势，在朴茂中也有清雅之气。

在墨色趣味的表现上，当代隶书家也做足

工夫，活用焦墨、浓墨、重墨、淡墨、清墨，营造

枯、干、渴、润、湿效果，大胆尝试涨墨、宿墨或与

常墨混用。更有加入新材料如黑色丙烯颜料

者，加上一些飞白，枯润对比更为强烈，传统的

厚重光亮似在淡出。这样的隶书作品层次分

明，对比明显，有着强烈的节奏感。如陆俨少隶

书，浓淡干湿互现浓不呆滞，淡有丰腴，干而不

燥，既见层次，且融合自然。急躁与功利：当代

隶书的创作挑战

整体偏弱 形制过度

隶书称雄书坛而发展有序，历代名作蔚为

大观，很早就形成了一整套创作体系。当代隶

书创作受简牍帛书影响甚大，而实际上很大部

分简牍帛书只能看作是学习的一种资源，还需

要融会贯通后方可借鉴使用。而今一些书家只

是简单地流于形式地模仿学习，只注重点画波

磔、“蚕头雁尾”之老套形制，大多不能从正面入

手在深入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寻求更有价值的表

达方式和内涵探求，忽视对隶书金石之气或书

卷气之根本追求，这让隶书的核心价值无法充

分挖掘，因而其作品不够耐看和品读，隶书的魅

力也就不能全面表现出来。

展览成为当前书法当众呈现的重要方式，许

多参展书家在参展之前，即对作品的呈现效果进

行预设，无疑扼杀了书法的固有的书写性和抒情

性的表达。考察当今国展或其他赛事，虽大力提

倡“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但夸张和变化有

度、个性张扬合理的隶书佳作并不多见。更多的

创作手法趋于工稳和保守，反而在形式上趋于模

仿前面的获奖作品，或者简单地以为加上一些标

题、盖上一堆图章，四处拼贴，应用上色彩，大小

错落或留白飞白就是形式变化了。而实际上，这

些元素在大家作品中，看起来是和谐的、生动的，

但在自己作品中缺往往是机械的、做作的，当今

隶书创作上的拼贴和合成，很大程度上是画蛇添

足。而好的隶书，最应该表现的是篆书古意的嵌

入和变化，使形式之美和字形之美相互融合，体

现创作者的心境和意愿。

文化缺失 内涵肤浅

书如其人，书法艺术作品体现着书家自身

的学识和修养。近百年来，文字改革运动十分

剧烈，教育也转向以崇尚科学为目的多元学科

并重的体系，就算是博士教授，也可能只是某一

方面的专家。

文化的缺失，让作为民族艺术的书法的精

神内核发生偏移，也使书法审美标准趋于泛化，

其后果使书法本身应具有的社会功能逐渐减

弱。因而，传统文化的缺失是当今书法的一大

薄弱环节，隶书创作也概莫能外。从最基本的

文化素养看，一些书法作品暴露出作者文化知

识不足的弱点，如一些并非笔误的错别字，繁简

不分，简化字在“回归”繁体字的时候没有弄清

原义，还有人名地名年号庙号谥号混乱等等。

再上一个层次上说，缺乏文化精神，没有唐诗宋

词元曲之基础，没有文化之雅趣和品味。

正因为人文精神的缺乏，书坛呼唤书家的

“学者化”，以标榜书家之人文气质或国学素

养。当代的优秀作品应当具有一定的“创造

性”，它表现的应当是最堪称道的人文精神。而

在这种意识指导下的隶书创作过程中，在符合

隶书的创作规律上，还必须具有高度的“自然

性”，就如李斯所讲，“书之微妙，道合自然”。而

这种自然性的产生，应该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厚

积薄发意义上的高度升华。

跟风严重 急功近利

跟风，不能一概否定，因艺术流派的成熟，正

是对某种风格在一段时间内一统江山的凝结。

其实，作为初学者，学习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跟

风。隶书创作虽然时风的影响在减弱，也存在着

对隶书章法、形式的简单复制，照搬硬套。随着

艺术市场繁荣，在书法媒体及各种大展大赛的指

挥之下，众多书法创作者为赢得认同，而不断“跟

风”那些成名隶书家。齐白石曾言，“学我者生，

似我者死。”盲目的跟风只能迷失自己，不可能超

越别人。当代隶书创作水平令人不是特别满意，

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深度挖掘，受时人相互影响严

重，缺乏多样化。现在许多的大展投稿者跟风成

病，一味效法前期获奖者或所谓大家，还有人更

为功利，直接研习一些评委书家的作品而希望获

得其青睐而得到大奖。如果真是这样，当代隶书

创作也就离“俗隶时代”不远了。

在商业大潮裹挟之下，隶书出现空前繁荣，

而在繁华表象的背后，当代隶书创作在整体上

也到处充斥着急功近利。首先，创作者难以企

及和超越前代，心理因过度焦虑和迷惘而感到

无所适从，盲目求新求异。其次，当今社会本身

处于快节奏、好功利的时代，入选、获奖或取得

书法组织中的职位，为大众和媒体关注而名利

双收，成为部分创作者的追求。再者，一些只看

名头的不良倾向和造假作风，让不少创作者心

态失衡或滋生不良动机。不可否认，功利思潮

让书法在客观上得以进步，而一旦书法家丧失

了平凡心，功利心太盛，如何能潜心静气地进行

学习探究？创新当然更无从谈起。当书法成为

名利的工具，书家也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了。

文化助力 借古开今

隶书创作，最忌者何？是俗气也。如何脱

俗？隶书创作，金石气易得，而书卷气难求。书

卷气，尤其是在当代隶书创作中成为一种普遍

的吁求。“有境界自成高格”，有书卷气的隶书

家，在创作中自然会流露出的一种高雅的气息

和风度。在“书外功”方面，古人首先强调读万

卷书。黄庭坚说，“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

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文化人以儒、以道、

以释、以诗词文章，以其人生的全部经历模铸了

书法，书法也全面地映射文化人的生存状态。

而在“书内功”方面，除了历史上留下的大

量经典碑帖，加上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

中，大量出土的与隶书相关的简牍帛书、民间书

法等，这些鲜活的众多资料通过现代传媒的扩

散，极大地开阔了书家视野，让书家有了更为多

样的学习创作的参照范式。历代创作所呈现出

的笔法、结构、章法、墨法繁多的隶书世界，让当

代书家拥有远比前贤宽广的艺术视野，为他们

提供了艺术研究与创作的不竭源泉，也让书家

对当代隶书的创作成效有了更多的自我期许。

厚重率真 魅力回归

当代隶书创作取法多样，价值取向多元，而

细细品读，看似技术纯熟的背后，尚缺隶书应有

的古醇之气。有隶书以来，厚重率真便是其审

美倾向。“秦碑力劲，汉碑气厚”，毫无疑问，秦汉

之碑古拙豪放整肃劲健，而秦汉简牍则淳朴率

真。后人习隶，无论是学碑或学简牍，唯有返璞

归真，才能做到师法高古，遗貌取神。

秦汉隶书为隶书至尊，是传统根基和标准。

学隶书当学秦汉，才得正宗。在充分了解字体、

书体演变的历史原委，认清书法与古人生活的关

系，以及深入掌握书写工具和书法规律基础之

上，当代隶书家要多多取法汉碑和秦汉竹木简，

认真刻苦地思考解读，而不是浮光掠影地简单学

习。清隶名家郑簠学明人隶书数十年却无建树，

后改写汉隶，才知道“朴而自古，拙而自奇。”

在触及秦汉隶书核心之后，还应该用更为

宏观的隶书发展视野观照整个隶变历史，感受

隶书的博大精深，创作出具有正大气象的隶书

作品，表现出隶书自身高古、雄厚、浑朴、大气的

独特审美内涵。

境界融合 传承创新

书法境界和人生境界完美结合，才有可能

产生划时代的隶书大家。在书法创作中，“少年

比才气，中年比传统，晚年比学养。”这要求隶书

家们熟读经史，留心艺事，潜心体察，积淀文化

底蕴。对于隶书创作，必须修炼性灵，善养心

性，从道德涵养上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清隶

名家郑簠毕生致力于隶书研究，收购了大量汉

碑，日夜揣摩，养其“雄壮恣肆、矫健郁勃”之气，

从而在隶书创作之时，“沈著而兼飞舞”，飘飘然

如羽化登仙，铮铮然似曲音升华。

艺术贵在原创。艺术的变革发展是一种历

史的必然，隶书也不能例外，隶书实际上就是在

篆书基础上的发展。学古而顺时，当代隶书的

发展，或融合碑法简意，或融金石气和书卷气，

或融碑刻摩崖简帛，或融秦汉简帛，或与其他字

形字体融合贯通等，不一而足，但绝非刻意的标

新立异而哗众取宠。这种真正的融会的最妙境

界，应该是神采的交会，反映的是文化的光辉。

创新当然有法则和基准，如郑簠在汉隶上参以

草法创作出草隶雏形，伊秉绶隶书吸收楷意创

作出楷隶，今鲍贤伦上溯秦隶而浑穆高古，周俊

杰章法陡变而博大恢弘，华人德布局收敛而静

寂空灵，何应辉善用小笔长锋而野逸萧散等，创

作了属于这个时代的隶书精品佳作，都是在对

隶书创作的实践探索。

略论当代隶书创作的得与失 ■蒋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