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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杰篆刻

释文 继往开来

释文 在大众中

释文 印象无限（连款）

周信芳主演的《战长沙》是一出非常著名的传统京

剧，5月16日，“清代碑学书法四家学术对话与交流”在长

沙拉开帏幕，舌战长沙论书道——围绕清代邓石如、何

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四位碑学主将展开，占了何绍基是

湘人的东道主之便，研讨主要以何绍基为研究对象，但

也能折射鲜明的学术色彩。何绍基精通文字训诂、坚守

“六经注我”、向往诗词境界、到处访碑游历，清朝第一代

也是第一流集篆籀古法的碑学大家，其书法建立在盛唐

气象基础之上，他对颜真卿的倾情，创造了非常典型的

影响后人学颜的碑帖交融的书体书风 ，已借鉴西方美

术“形式”，是清朝书坛的最中坚力量，没有之二。

首先举行开幕式，湖南书协副主席、湖南书法院副

院长倪文华主持：“欢迎大家在美好而温暖的初夏，相

聚在有着千年潇湘、楚汉名城、屈贾之乡美誉的长沙，

共同参与‘书道湖湘·清代碑学书法四家对话与交流’

活动”，杨志新、鄢福初、陈振濂先后应邀讲话。国务院

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中心主任杨志新一上来就

提了 8 个问题：书法的问题是个大问题；书法的艺术逻

辑有哪些；书法与其它艺术的关系；当代书法家该思考

书法的许多时代命题等等。中国书协副主席、湖南书

协主席鄢福初指出：“清代碑学开立出那个时代的书法

新风尚，完美地演绎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古意新欢。一

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文化资源，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

的文化使命。随着简牍、帛书的大量出土，简帛书法的

艺术研究就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研究课题，湖南是

简帛文物出土大省，简帛书法之美完全可以建立起属

于我们时代的超越帖学、碑学的书法新美学，是清代碑

学作为离我们时代最近最具参考价值的一场伟大的书

法美学革新。”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

濂讲话后再即兴发挥：“今天这个研讨会与一般研讨会

的最大不同是贯穿始终的问题意识，思辩性强，不会令

人昏昏欲睡。”

接着第二项“清代碑学书法四家专题”论文专家

报告会，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原副主任刘恒，中国书协

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晓华担任学术“二人转”

主持，马啸、姜寿田、吴高歌、陈智、唐楷之、向彬、祝帅、

朱中原、陈硕、孟安康、王云碧砚等论文作者上台宣读

论文。每个人按要求严格把宣读时间控制在 5 分钟之

内，没有一个超出规定时间，十分罕见难得。

第三项“清四家、碑学、当代书法”对话，参加对话

学者有：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黄惇、《中国书法全集》主编

刘正成、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原副主任刘恒、中

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书协秘书长郑晓华，《中华书画

家》杂志副社长、副总编辑张公者担任学术主持。追问

上下，妙论叠出。“刺头”黄惇属于帖学保守派，不反对

碑帖合体，丢掉碑的美与丢掉帖的美都是失败的，而自

己的实践一定是帖学的拥趸。他认为吴昌硕碑重于

帖，萧娴取法康有为而青出于蓝。刘正成就原先的关

于康有为颠覆了“二王”书法正统史观诸观点进行了大

视野阐述，语言虽有点啰嗦，大家云里雾里也都认真听

懂了。刘恒：邓、何、赵、吴这四个代表人物提得很好，

邓石如一出，影响持久到今。清代书法的碑学实践、理

论同步发展，新的审美标准产生，碑帖收藏兴起，对前

代是大大的进步。郑晓华回答张公者的提问：“碑学审

美的变化对今天书法的影响”。帖的优势与碑的优势

互补会影响书法的笔墨效果，碑学的形式语言系统有

着与帖学不类同的独到性，摆脱实用，含金量提高。

最后一项是由陈振濂学术总结：碑学作为一种现

象从哲学、美学、历史学、书法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有待

深化。湖南书协与书法院尝试这种开放式书学研讨会

有点有面，非常有意义、有张力。

本次活动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研究中心、湖

南省书法家协会、湖南省艺术研究院、湖南省书法院联

合主办，湖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邹清华、副院长谷玮，湖

南省书协名誉副主席陈羲明，湖南省书协副主席兼秘书

长胡紫桂，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导陈松长，湖南省

书协副主席刘晓斌、吴萍、罗红胜、崔向君等出席。当天

下午，部分专家学者赴祁阳浯溪碑林考察观摩。浯溪碑

林是湖南省十大文化遗产之一，现存自唐朝以来的碑刻

507方，元结撰文、颜真卿大字正书的《大唐中兴颂》碑，

文、字、石皆奇，享誉海内外。之前5月14日，张公者在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长沙）弘学楼作了“书道湖

湘”公益讲座：《书法欣赏与创作》。

舌战长沙论书道
“湖南省第三届学术交流活动·清代碑学
书法四家学术对话与交流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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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辛斋 日前，“擘画廿载——八八战略实施

二十周年”杭州各区、县（市）书法主题精品创作系列展

——富阳特展，在杭州书法名城艺术交流中心开幕。

此次展览从4月至10月集中展出，采取以“八八战

略”全文为主题，各区、县（市）评选出精品力作进行特

展的方式，这是一次集中展示杭州各区、县（市）书法创

作整体水平的盛宴，更是杭州市书协用书法这一表现

形式，记录与讴歌“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杭州成果”，为

开启“历史文化名城”新局面，展现书法家们的“与时偕

行的文化使命与文化担当”。本次首展由富阳区书协

承办，展出40位富阳优秀书法家创作的精品力作，书体

全面，形式丰富多样，是杭州市区县书法活动、书法创

作开展得最出色的富阳区书法创作的一次全面展现。

五月榴花照眼明。紧接着召开了“石榴雅集学术论

坛（第一期）——内容与创新·书法创作的时代性”。因

为杭州市书协目前新的办公所在地南宋时期叫石榴园，

非常有意思，曾任浙江省书协首任主席的沙孟海先生的

书斋也以石榴命名：若榴花屋。当年他所住杭州龙游路

故居栽种有一棵鲜红的石榴花树，每年硕果累累。杭州

市书协新气象新规划，必定有石榴花盛开的未来。

擘画廿载
八八战略·书法主题创作精品系列展（富阳特展）启幕

黄惇、刘正成、刘恒、郑晓华对话，张公者主持黄惇、刘正成、刘恒、郑晓华对话，张公者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