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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因蕴含了人文精神才有深

厚之情、隽永之味、艺术之趣。书法

人文精神是书法的灵魂，也是华夏民

族审美、品格的体现，正如梁漱溟先

生所言：“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

法。”书法是体现中华民族生活样法

的文化。

——策展人·霍正斌

能够把傅申、朱关田、曹宝麟、陆

家衡、黄惇、华人德、丛文俊、刘涛、白

谦慎、朱良志、刘恒 11 位当代名家学

者，汇聚玉山佳处，共议书法人文精

神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江苏昆山

做到了。4 月 19 日，伴随着昆曲表

演，诗意江南 大雅巴城——新玉山

雅集“书法人文精神的对话”名家邀

请展暨学术研讨活动在昆山市昆曲

学社优雅地步入高光时刻。除了 7
位参展的到场艺术家，江苏省书协副

主席、苏州市书协主席王伟林，浙江

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艺术史研

究所所长薛龙春，暨南大学艺术学院

副院长、教授朱圭铭，《书法报》社董

事长兼总编辑毛羽，《青少年书法报》

社副总编辑葛世权，江苏凤凰教育出

版社艺术教育出版中心主任周成以

及昆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栾根玉，昆

山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冯惠清，巴

城镇党委书记朱叶华，昆山市书协名

誉主席俞建良等出席。中国书协学

术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社员顾工主

持开幕式，学术研讨会配套举行，作

品集随展发行。

今日之新玉山雅集，便联想起

675年前元代的玉山雅集。据顾阿瑛

《玉山草堂名胜集》记载，凡大小雅集

50 多次。玉山雅集虽以酬唱诗文为

主，然诗人多兼书画，故书画交流必

在其中。从至正八年（1348）到至正

十六年（1356），海内文人名士如张

雨、黄溍、黄公望、倪云林、杨维祯、王

蒙、朱珪、杨基等均到过顾阿瑛的玉

山草堂。《六砚斋笔记》也曾记载《玉

山草堂集》云：首次玉山雅集时在“至

正戊子二月一十九日之会为诸集

冠”。此次雅集，大画家张渥用李公

麟法作《玉山雅集图》，杨维祯为之

记，文中赞雅集：“称美于世者，仅山

阴之兰亭，洛阳之西园耳，金谷龙山

而次弗论也。然而兰亭过于清则隘，

西园过于华而靡也，若今玉山之集非

欤。”以之与王羲之的“兰亭雅集”、王

诜的“西园雅集”相提并论，可谓推崇

至极，这也就确立了顾阿瑛“玉山雅

集”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地位。顾阿瑛

（1310-1369）是元后期江南名士，曾

授会稽教谕，不就。其才性高旷，轻

财结客，会海内文士为乐。所筑“玉

山草堂”，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雅集地

位置。顾阿瑛好慕孟尝君之为人，薄

功名，购古书名画、秘玩彝鼎并邀天

下胜流相唱和，风流文采，鼎甲一

时。玉山雅集是元代末年的文化现

象，它对于中国的诗、书、画，以及戏

曲艺术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作出了有

益的贡献。今天选在这样一个地点，

回望历史，欣赏昆曲，观摩书法，畅谈

书法的人文精神，或许给人们有更多

的启示。

85岁的傅申去年生过一场病，好

在已慢慢康复平安。拜读过 1987 年

紫禁城出版社（现故宫出版社）出版，

傅申著述的《海外书迹研究》，那种别

致的写作方法至今留下印象，相信也

影响了不少搞书法理论研究的，八股

文式的书论受到挑战与冷落。原先

没注意傅申的书法，以为就是普通书

法评论家的玩票水平，其实接触过许

多古代中国书画的傅申书法写得俊

朗旧气、不拘小节，得宋元书法大家

雨露滋润。

中国第一代书法科班研究生朱关

田主攻唐代书法史，是颜真卿书法研

究的首席专家，近些年亦整理出版了

吴昌硕题画诗选、吴昌硕交游圈考等，

足见他对“太师”的尊敬。他的书法静

穆端庄、疏闳闲逸，出典于章草，气息

与马一浮、弘一相仿佛。朱关田担任

浙江书协、中国书协高位期间，是国内

唯一没举办个展、出版个集的书协杰

出专家型领导。他甚少抛头露面，却

对美食兴致勃勃。

出生安徽，负笈北大，客居广东，

一脸憨相，写时评文章有时不按规矩

出牌的曹宝麟写字是非常规矩本分

的，不多越雷池一步。他学米芾在接

近老辈的书法家中难能可贵，他不

“创新”可能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书

法原创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书法守

成有时比创新还难，书坛与曹宝麟资

历一样的书家不在个别，一创新就失

败，值得反思。

陆家衡父亲陆曙轮是昆山本地

的书画名家，围棋堪称国手，古风可

鉴。他是这次有着浓厚学术色彩的

书法展览的“东道主”，是坚持“隐居”

小地方，不往大城市走的享全国名头

的地方杰出书法家，以过硬的书法艺

术入展过中国书协主办的众多国展

并获奖，同时精通画艺。温敦朴散一

路的行楷书之外，陆家衡的隶书、篆

书均不同凡响。

明清瓷押印记的最早发现者、研

究者、实践者黄惇的严厉在南京艺术

学院是出了名的，一般的学生都怕

他，背后戏呼他“黄老邪”却又相当崇

拜。因为他喜欢钻牛角尖地较真，较

真属于做学问的一种高贵品格，尤其

是高校教授的较真会影响学生一辈

子的良好学风。他的斋号曰“风斋”，

一如他一反“学者风”的书法，似有阵

阵清风幽幽袭来。

善题汉画像、汉隶内家功了得的

苏州书协原主席、苏州大学博士生导

师华人德面相慈善，奖掖后学 ，不遗

余力，坦悠悠、耐笃笃的作派很吻合

当下提倡的慢生活节奏。2016年，学

人底色的他六度主持“中国（苏州）书

法史讲坛”，广邀书法学界高人对书

法进行多视角即物穷理的演说，免费

开放，服务周全，满足了书法高层读

者的云旌之望。

来自东北的丛文俊钟情古文字，

他对古文字的推敲厘定颇多江南人

的细腻深刻。书法脱离不太“直白”

的汉字探源，便容易滑向浅薄，任何

书体的书写若有“小学”（古文字）的

知识储备最好。研习古文字字体，一

则可以减少或避免文字差错，二则可

以增加书法的古质。质，古质今妍、

文质彬彬，质感也是书法生命力的展

示。吴昌硕石鼓文篆书提供了成功

的范例。

中央美院副教授，崇文鉴史的刘

涛被书法界公认为是不趋炎附势的

书法史论家，他数次在书法媒体上公

开针对书法界丑陋现象有理有据地

撰文批评。曾见评论：“刘涛先生最

擅长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研究，

考索精详，屡有高论。他的文章言简

意赅，不故作高深，不求晦涩之意，这

和当下很多学问家卖弄知识有着鲜

明的对比。”他不屑以书法家自居，难

得难得。

白谦慎，外貌白净、文雅、小个，

与他精湛稳健、魏晋气象的楷书一脉

相承，乃至他的文章都叙述清爽，不

增减一字、不拖泥带水。他的书法不

似梁启超，但会联想到梁启超的书

法。学问的角度，他主张：“我们将个

案做到一定深度，就会自然生发出一

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不能凭空

去想问题。”他的“娟娟发屋”，有时间

可去理理。

出生于欧阳修挥写《醉翁亭记》

滁州的朱良志非书法圈内人，现为北

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中

华美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

与艺术关系的研究。不一定操弧泼

墨，能当一名懂行的书法欣赏者并加

以传播更是一种乐趣，比如傅抱石对

黄宾虹绘画艺术法眼如炬的逢人说

项更体现了人文含量。书法需要不

断解读，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哈姆

雷特。

一头英俊银发的刘恒一直在书

法空中、路上飞翔跋涉，有刘恒的地

方就有书法香火的鼎盛。他是书法

道士、书法鼓手、书法行者，也是中国

书协的长明灯。他是北京人，但对江

南一往情深，江浙一带的许多书法家

都是他好朋友、老朋友。当然，他还

崇拜江浙一带像马一浮、高二适、林

散之、沙孟海这些有学问的已故书法

巨峰，他自己的书法便隐约闪现陆俨

少的某些招数，圆润流美。

学人书写仗天然，一如昆山的

春景。

学人书写仗天然
新玉山雅集“书法人文精神的对话”
名家邀请展暨学术研讨活动举行

■蔡树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