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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钟书 10月28日，由中国书协

隶书委员会、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山东省

书协主办，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济宁市文

联承办的“传承与转化——全国隶书楷书

名家邀请展”在济宁开幕。中国书协隶书、

楷书委员会委员，邀请展特邀书家，大讲堂

学者，济宁市书法爱好者等 600 余人参加

活动。

展览集中展现了当代隶书、楷书书家

汲古出新的创作理念与艺术风貌。时代的

“书法实践者”通过临古，在传习中转化，在

继承中发展，赓续历史文脉，传承中华文化

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不断拓展文化视

野，感悟经典作品的精神意蕴，用翰墨书写

新时代的创造实践，热忱描绘民族伟大复

兴征程的动人画卷。

同期举办中国书法大讲堂暨隶书楷

书创作云课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袁济喜讲授《汉代文艺与时代精神》，山东

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吕文

明讲授《齐鲁汉魏碑刻的历史文化意蕴与

美学价值》，中国书协副主席、隶书委员会

主任张建会讲授《当代隶书的传承与转

化》，中国书协隶书委员会副主任吴振锋讲

授《当代隶书取法现状分析与点评》，中国

书协副主席、楷书委员会主任顾亚龙讲授

《对于当代楷书创作的几点思考》，中国书

协理事、楷书委员会副主任王学岭讲授《传

承的思与进》。

中国书协一行还先后到邹城葛山摩

崖刻经、邹鲁金石拓片馆、尼山大学堂、孔

庙汉魏碑刻陈列馆等地考察汉魏石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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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苏常青 10 月 31 日，

常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

会在常州市政府群贤堂召开。

常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第一届主席

团成员及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江苏省青

年书法家协会发贺信，对大会的开幕表示

祝贺。

大会期间，与会代表们认真履行职

责，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常州市青年书法

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常州

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财务工

作报告》、《关于修改〈常州市青年书法家

协会章程〉的说明》、《常州市青年书法家

协会选举办法》、《常州市青年书法家协

会会费收取管理办法》等。投票选举产

生了理事 34 人，监事 1 人，形成了新一届

理事会。贾韬当选常州市青年书协主

席，副主席是张亚明、杨圣山、徐建华、黄

响铃、李建勋、黄晖；主席团成员：凌丹、

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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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辅圣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史绎》是

中国书法史上极具当代性成果的巨著。而

在本书中魏晋时期的那一卷又是全书的重

中之重，我和卢先生经过反复考虑觉得中国

书协兰亭奖理论评委《书法导报》副总编辑

姜寿田先生是最为合适的撰写作者，而事实

也是如此，他最后不但完成了任务，而且他

撰写的这一卷也成了全书的亮点所在。于

是便有了今天的《中国魏晋书法史稿》。

在中国书法史的知识谱系中魏晋书

法精神是代表着中国书法家的知识、技巧、

思想、信仰、价值、美学等等之精华所在。

姜寿田认为给魏晋书法精神寻根就是一种

“知识考古”，魏晋时期之所以出现那样的

形态美学一定有着自身的知识合理性和经

验价值观的基础，除却社会政治秩序和宇

宙为本的观念以外，内在主义的整体观念

是姜寿田重点关注的对象，这种内在主义

的精神来源于文化原型，那种心物之间，汉

字以象形为本源的认识论基础，从而衍生

出“立象见意”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然

后不同载体的艺术形式在不同地域的艺术

家那里或以各种艺术情调在内心不断地发

酵，并与“道法自然”的理念合流，构筑了魏

晋书法精神的基础，人的精神风采加之玄

学加持，魏晋人的艺术世界和价值形态合

二为一，玄学的渗透将哲学本体向人格本

体转移，魏晋时代产生的“骨”“筋”“肉”这

种品评之风将人的形态风貌和精神气韵由

“象”转化为“意”，姜寿田认为“意”的玄学

意味及本身所蕴含的对审美对象的内在超

越，使得在他们的论述中，书法已不再单纯

是“法天象地”的自然附属物，而成为文化

的象征符号:“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

人志士，学无及之。”（王羲之《书论》）

因此，真正体悟书法三昧者，必须具备

“玄”的心灵状态。正是在姜寿田的梳理

下，魏晋书法家之所以能够以那种风神俊

爽、豪迈超逸的“尚意重韵”美学意味来作

书法上的挥洒，其内在的逻辑以及由两汉

以来的碑学范式向帖学范式转换就很清晰

了，王羲之那时已经明确提出“灭迹隐端”

“藏筋抱骨”的书学原则，这与在他之前的

书学理念已经要求藏锋不露，自然天成高

度一致了。姜寿田在撰写中十分注重材料

的准确性，并将此材料放之于整个文化哲

学的范围之中加以关照，然后再提出自己

一系列的书学观点，让我们可以在阅读他

的这本《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稿》里充分感受

到什么是文化历史中的书法，以及什么是

书法文化中的审美历史和关照。

书法史稿之类的写法可以有三种形

式，第一种是“确立史实”的方法，也是目前

很多人在采用的方法，他们似乎是利用手

中掌握的历史文献来还原书法史的思想发

展历程，诸如生平简介、观点著作，作品技

法等等，观众被作者设定的线路来看着绘

制的图景，只是读者丧失了一定的判断

力。第二种写法是在叙述史实的基础上，

絮絮叨叨的排列自己的观点，无论你接不

接受。第三种则是一种美学史的追踪和判

断、选择、提升的方法。姜寿田就是采用了

这样的方法，他在勾勒了大的文化视野和

史料记载之后，只是循循善诱的方法来设

置一些问题情境，我们通常将这种方法叫

做重构思想史，也就是所有的结论都应该

是每个读者自己得出的，而撰写者只是一

个艺术的导游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一

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缘由所在。

所以，历史学也就是要让大家沉浸在寻找

“非连续性”，也就是“文化断裂现象”，姜寿

田写史是在文化关照的前提下，做到以史

为线，以评带史，以题入境，回归本体。他

在评论魏晋书法精神的时候就是紧扣晋代

玄学思潮与书法创作中与“意”的密切融合

这一主题，那时的书法必须做到“点画之间

皆有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自有言所不

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这也就是“得意

忘象”的哲学基础本源所在，所谓的“意”就

是书法家的内在感受，将物质外化的一景

一色一物一人内化为我境我心我书我情。

只有厘清了魏晋书法中的“心”“意”取

源于玄学，脱像求意的本相，也就抓住了魏

晋书法精神的内在魅力的关纽之所在。

姜寿田认为从文化源头看，这是与东

汉晚期儒学的衰颓和奇里斯玛权威的丧失

有着密切的联系，让道家、阴阳家的关注个

体主旨的特点对兼济天下的儒学形成了巨

大冲击。儒学作为皇家倡导的精神主流，

在逐渐地式微，那种对收容人心的思想辖

制作用荡然无存，人的个性反叛意识开始

萌醒，我写我心我写我意的主体意识成为

了书法上的美学追求，当然不容忽视的就

是老庄哲学无疑起到了巨大精神关捩作

用。老庄哲学倡导的对人的精神的内在超

越和安顿，使得魏晋书法成为了书法史上

最为难得一见的高峰，这种高峰的形成就

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草书所表现出的正是超越和摆脱膜拜

功能之后对人性的自我观照和审美意志的

自我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姜寿田在后来

提出“晋唐一体”理论的精神来源。只有真

正从大历史、大文化、大情怀的角度去关照

和理解书法状态史，才能够真正把握其发展

的内在逻辑，姜寿田是一位既具有中国古代

“士”精神的书法学者，同时也善于运用西方

现代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现代专家。其在

分析书法作品时可以从儒道释的文化存在

基础出发，再从图像学的分析判断作为科学

依据，最后落脚于接受美学的个体感受上。

所以，读他的著作可以感受到他的学

术态度严谨、史料收集扎实，逻辑演绎严

密，叙述语言清晰，中西手法叠合，文化视

野宽阔，中国诗性精神在他的著作中得到

了充分的发挥。

魏晋书法是中国书法史的“轴心时

代”，它对构成中国书法家的知识、境界、思

想与信仰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姜寿

田在这本著作中将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人

物风华、精神状态、技法元素都做了重新的

阐释，你可以感受到他层层渗透，抽丝剥

茧、寻觅探幽、回溯本源的研究方法，看了

之后我们再联想从甲骨文、钟鼎彝器、敦煌

文书、流沙坠简再到隶楷之变、行草风流等

就可以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知识链条。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姜寿田这种思想

史写法扩大了知识考古的意义，那种知识

背景的考辨和挖掘，以及一般思想的叙述

——碑刻、帖学、信札、公文、书籍、经典等

等，经过他的仔细耙梳，我们会很深切地感

受到对图形的再认识如何从文献下手，让

文物资料进入思想史的研究视野，并带领

我们走入一个开放的边界，从而使得我们

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从新从空间、时间以及

观念中不断获得新的理念和认识，从接受

美学的角度而言，魏晋书法精神就是一个

接受再阐释再接受的不断互动的过程中。

可以说姜寿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

傲，他的著作也将成为当代书法理论史上

的经典。

在历史记忆中重构知识谱系
——谈姜寿田的新著《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稿》
■胡传海（《书法》杂志原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