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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半前，当王振与中国著名小说

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携手创办“两块

砖墨讯”时，他有几个没想到：一是这个新

媒体平台可以做到每周更新一次，二是自

己学会了作诗填词。高强度的内容输出

和掌握复杂的诗歌格律，都是让他“开始觉

得痛苦，现在感到幸福”的事。

快乐的表现，就是可以用书法写自己

的原创诗词，一种双重的创造。面对山川

风物，不再空自嗟叹，而是灵感勃发，出口

成文，同时笔走龙蛇，将其表达记录在纸张

之上，诗文与书法同时形成，融为一体，用

莫言的话说，这是一种“文墨共生”的状态，

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原生面貌。

事实上，“文墨共生”正是莫言与他的

山东老乡、书法家、舒同研究会会长王振一

起创办“两块砖墨讯”的核心理念。在已经

刊发的近 150 余期墨讯文章中，除了少量

援引古代名家诗词、前人集句和新诗作品

外，莫言和王振的书法作品大多系自己原

创的中国古体诗词。其中莫言的诗文作

品尤其多，总量或超过五百篇。

作为素以高产著称的小说家，过去十

年莫言有意放慢小说创作步伐，而强化了

格律诗词以及书法的学习和创作，试着从

一个小说家向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转

变。在他看来，格律诗词是通往跟先贤对

话的大门，这有助于他更好地了解中国文

化 中 那 些 伟 大 人 物 的 心 灵 ，并 与 他 们

为伍。

而书法对于文人来说，更是抒写性

情、表现诗文内容的手段，好的书法都是文

墨共生的，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

《祭侄文稿》莫不如此，书法附文而生。他

渴望在写出精彩的格律诗词、古文佳赋的

同时，创造出同样精彩的书写。

当然，中国古代先贤和伟大诗人的佳

篇名作，多是在山川游览、交游雅集中有感

而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莫言与王振携

手踏上了“壮游”之旅。自秦汉以来，“壮

游”一直是中国历代文人志士提升自我的

一项悠久传统，它不是单纯的旅行，而是

“怀抱壮志而远游”。

其价值在于促进人生境界的提升和

文学艺术的创作。无独有偶，西方自17世

纪起，由英国贵族子弟开启的Grand Tour
（中文译为壮游）传统，亦强调视野的提升

与知识的传播。在中西方，诗文都是重要

的知识生产形式。在中国，有李白、杜甫、

苏东坡；在欧洲，有拜伦、雪莱和济慈。

2019 年的日本之行是莫言和王振结

伴壮游同行的开始。在随后的四年内，他

们游历东北、西北、华中、山东、北京等地，

遍访人文胜景，遥想旧时故事，互相唱和，

创作了大量的中国古体诗词和书法作品，

代表如《东瀛长歌行》、《鲸海红叶歌》、《黄

河游》、《太白若来》、《壁虎亭记》、《夜行船·
黄鹤楼》、《御街行·拜苍颉陵》等。

在这些古体诗词作品中，起始于对正

在展出的中国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传世

墨宝《祭侄文稿》的东瀛朝圣之旅，逐渐演

化为对中国盛唐文化、传统中国文人价值、

20世纪民族精神、以及当下全球化背景下

的地方传统、文化资源、生态变迁，跨文化

交流以及中国书法艺术与文学关系的多

重思考。

对于莫言和王振而言，用古体诗词反

映当下生活和情感，并非简单的“旧瓶装新

酒”，相反这里面有很多“似古实新”的发明

与发现。通过刻意的训练，遵循中国诗词

格律的内在要求、书法的内在法度进行创

作，他们不只希望提升自己的诗艺与书艺，

还力图通过墨讯文章的传布，再度振兴中

华文化中那些富有生机的传统。

例如莫言反复强调的书法要有用，既

要书写熟悉的生活，也要把它应用到我们

生活中的各种场景中，如商标、广告牌、店

铺招牌、书房对联、客厅装饰、纪念碑刻、节

日庆贺、友人通信等，要把书法从现代专业

群体为展览和收藏的书写，拉回到为生活

服务的日常场景。

还有他反复强调的“文墨共生”，书法

尤其要应用在作家或知识生产者的日常

创作中。“两块砖墨讯”早先时候还会发布

他们抄录一些前贤佳句，随着旅行壮游的

展开，他们越来越强调书写自己的原创诗

歌。

王振多次见证了什么是“思如泉涌”。

在许多旅行中间，莫言只要回到酒店稍作

休息，就开始一首接一首的写诗，或五言、

或七言，又或一首古风长诗，直到把王振给

他准备的宣纸全部写完，铺满酒店房间里

的各个角落。他真正像一个中国古代文人

一样，一边创作诗词文本，一边写成书法，

就像永和九年王羲之书写兰亭序时为中国

后世文人所奠定的那个传统。

王振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能够熟练

地用古词牌进行创作，这让他对自己书法

的感受也精进许多。在一些地方，莫言作

诗，王振作词，两个人互相唱和，这为他们

的友谊增加了很多新的乐趣。

本次展览定题为“壮游与长歌——莫

言/王振 两块砖墨讯特展”，正是他们这

段为期四年壮游历程的阶段性总结。从

“两块砖墨讯”发布的数百件诗文与书法

创作中，精心挑选二人创作的76件（组）作

品，以饷观众，内容既包括墨讯几年中反

响热烈的各篇重要文本，书法亦涵盖各类

书体、手卷、镜心、册页、对联、小品各种

形式。

“长歌”既指篇幅较长的诗歌，也泛指

诗文创作，放声高歌。事实上，墨讯发布以

来，不只是莫言王振二人发表诗歌和书法

创作的平台，同时也因其影响日隆而成中

国各地人文胜地的重要推广，并间接推动

了莫言同心公益项目（救助西部地区先心

病患儿）的落地。

在这个意义上，“壮游与长歌”并不只

是一个书法展览和中国古典文学展览。它

更像一个“意义之问”，令我们反思生活应

该有的面貌与意义，比如，在被算法、人工

智能和科技塑造的今天，我们是不是还需

要“壮游”，诗歌、艺术和传统对于我们生活

的价值，以及我们该如何更好地生活。

壮游与长歌
■谢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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