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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是好的书法作品？

现在， 喜欢学习书法和喜欢收藏、
张挂书法作品的人很多。 那么， 什么
才是好的书法作品 ？ 笔者不揣浅陋 ，
以己数十年学书之经验， 略述看法。

首先要看作品是不是很好的继承
了传统， 有没有很好地向优秀的古代
碑帖学习。 因为优秀的古代碑帖是经
过几百上千年的历史才流传下来的 ，
经过数十上百代专业眼光的检验， 其
中蕴含着书法艺术最优秀的精华。 这
些精华既符合毛笔书写的规律， 又符
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更重要的是符
合中国文人高雅的审美情趣。 这需要
你对书法史上的大家和经典作品有较
多的了解。

其二，要看功夫和神采。 功夫和神
采是评价书法作品的重要艺术标准 。
南朝梁代书法理论家庾肩吾《书品》说：
“张（芝）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钟（繇）天
然第一，工夫次之。 ”说明功（工）夫的
重要性。什么是功夫？功夫就是对传统
正规的书法技法掌握的到位和熟练
程度。 功夫来源于对古人技法精到的
学习和刻苦训练 。 传统技法的老到和
游刃有余本身就具有美感。 不好好学
习传统的人，即使再下功夫，也会堕入
野道和魔道。 南朝书法理论家王僧虔
《笔意赞 》 说 ： “书之妙道 ， 神采为
上 ， 形质次之 ， 兼之者方可绍于古
人。” 所谓 “神采”， 是指作品的精神
气质。 虽说 “神采为上”， 但形质是神
采的前提和基础。 有了功夫， 才会有
形质， 有了形质， 才会有神采， “兼
之者方可绍于古人”。

其三， 格调要高。 宋代书法家黄
庭坚说： “余尝言， 士大夫处世可以
百为 ， 唯不可俗 ， 俗便不可医也 。”
格调高低与否在书法艺术的品评上有
“一票否决权”。 古代的书法大家都是
素养极高的文人， 所以一幅作品格调
的雅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不是很
好地向古代大家学习， 也取决于作者
本人的文化素养 。 正像黄庭坚所说 ：
“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 ， 又广以圣哲
之学， 书乃可贵。”

其四， 要有个性和创新。 常听有
人说： 某某 “虽然书法水平不是太高，
但是很有个性。” 误以为只要和别人不
一样， 就是 “个性”。 这是把一般意义
上的个性混同于 “艺术个性 ”。 所谓
“艺术个性”， 首先要在艺术上站得住，
才能谈到个性。 否则， 即使小学生写
的字也都不一样， 能说有 “个性” 吗？
艺术上的个性， 首先是建立在充分继
承传统基础上， 如古人所说： 遍临百
家， 自成一体； 其次是书法家艺术成
熟的表现， 和一般意义上的 “不一样”
有天壤之别 。 而创新则是书法家独
特 的艺术个性 、 艺术才华和性情在
书法上的表达， 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
价值。

愚以为， 上述四点是判断书法作
品高下最基本的标准 ， 而有无传统 ，

又是其中根本之根本。 当然， 鉴别书
法作品优劣的眼光需要一定的训练和
积淀， 难以一蹴而就。

二、 学习书法要走正路

笔者以为 ， 学习书法一定要走
正路。

也是机缘凑巧， 前几天一位朋友
拿着他的书法作品到我家， 让我给他
“指点”。 这位老兄这两年已经带着作
品来过我家多次， 每次我都给他指出
他在练习书法上的毛病， 大致就是临
帖比较马虎， 只临个大模样， 甚至在
临的过程中还按自己的意思对字帖上
的字进行改造， 然后就急着表现自己
的 “个性”， 那种想 “创新” 的念头拦
都拦不住。 每次他对我的话都是连连
点头， 对对对是是是， 然后每次毛病
依旧 。 不给他说吧 ， 他表现得很虚
心； 给他说吧， 他又总是不改。

来我这里 “请教” 书法的有三种
人： 一种对我的话是明听暗不听； 一
种是半听半不听； 当然， 还有一种是
全听。 第一种往往没有什么进步， 而
且大多会误入歧途； 第二种是略有进
步， 比较慢； 第三种进步较快， 如果
他有一定天分， 并且勤奋的话， 应当
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不成问题。 第
一种和第二种人大部分是成年人， 很
多人对书法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看法 ，
这种看法往往是错的， 但要改变他们
的看法很难； 第三种人多是少年儿童，
他们没有成见， 我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所以进步比较快， 有几个很顺利地考
上了中学的书法特长班， 而且书法在
班里名列前茅。 有的水平还超过了一
些练了好多年的成年人。

那么什么是正路？ 就是老老实实、
原原本本地临古代书法大家的经典碑
帖， 越像越好。 先精准的临一家， 练
几年， 待真正掌握了该帖地用笔技法
和结体规律以后 ， 就可以换帖再临 。
依此类推 ， 每帖至少两年 。 有人会
说 ， 这样一直临下去怎么表现我的
“个性”？ 这不成了 “书奴” 了吗？ 这
种看法是个很大的误区。 且不说真正
的 “书奴” 在书法史上你基本上找不
到， 就是成了 “书奴”， 也比你按自己
那种违背传统和艺术规律的 “创新 ”
强得多 。 中国著名画家霍春阳说 ：
“老是主张出新， 害了很多人。”

有一句话叫 “江山易改， 本性难
移”。 人的 “个性” 是老天赋予的， 他
必然会在处处表现出来， 当然也包括
书法。 只要你临的帖多了， 真正把古
人的东西学到手了， 你的个性就会自
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到那时你个性的
表现就会真正 “想拦都拦不住 ”， 就
会 “自成一体。”

共性是个性的基础 。 有了共性 ，
才会有个性。 所谓 “个性”， 必须符合
艺术规律， 在艺术上站不住的 “个性”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古人探索了上千
年， 才形成了他们那种符合人的审美
习惯的笔法、 字法和章法， 古人的东

西你还没学到手， 就想创新， 不是天
方夜谭吗？ 书法是一门非常专业的艺
术 ， 好像门槛比较低 ， 其实不仅不
低， 而且台阶较高。 不走正路， 只能
是 “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

三、 学书法该不该从唐楷入手？

前一段在微信上看到一篇题为
《练字不宜从唐楷入手》 的文章， 其来
源是 《人民日报·海外版 》。 于是上
“百度”， 输入 “人民日报海外版练字
不宜从唐楷入手” 等字， 发现很多网
站转载了这篇文章， 而且搜索到相关
结果达约3,160个。 没想到这篇文章的
影响这么大！

文章是一位记者写的， 我不知道
他是否书法业内人士。 其观点的来源
是一位 “中国书协会员、 中国人民大
学画院高研班导师” 先生说的 “颜柳
害人， 扼杀个性” “书法打基础应从
隶书和魏楷开始 ”。 我正要感叹幸亏
没说从甲骨文开始， 下文已经赫然出
现了这样的句子： “如果有志于书法
艺术甚至是中国画的学习， 建议从篆
书入手 ， 甚至从甲骨文入手也行 。 ”
呜呼！ 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其实早在1980年代初书法热刚兴
起的时候， 就有不少人主张学习书法
从篆隶入手， 其中不乏一些当时的名
家 。 他们的理由正像此文所说 ， 要
“沿着汉字的流变过程” 来学书法。 这
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追本溯
源嘛！ 本人当时对书法的理解虽属尚
浅， 但对这种说法很不以为然 （现在
同样不以为然）： 如果照此逻辑， 那么
学美术的是不是要从岩画学起？ 学音
乐的是不是要从 “杭育杭育 ”派学起 ？
学者认为，舞蹈起源于对动物的模仿，
那我们现在学习舞蹈要从模仿动物开
始吗？ 懂逻辑学的人都知道，我用的是
逻辑学上的“归谬法”，意在嘲笑这种说
法的荒谬性，谁知到今天竟真的有人以
这种荒谬来示人，不亦悲乎！

人类历史中产生的各种生产、 生
活和艺术形式， 都是在不断发展、 不
断完善、 不断进步、 不断提高的。 我
们今天学习种田， 不必先学习用原始
的耒去翻土； 我们现在乒乓球要在奥
运夺冠， 也不必照搬50年前的训练方
法。 楷书艺术发展到唐代， 已经发展
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时期 ， 法度完
备， 艺术高超。 不去学习成熟时期的
艺术， 反而要去学艺术草创时期的甚
至有些幼稚的东西， 只能说明这些人
艺术上的不成熟。 不错， 唐楷比较难
学 ， 但正是由于法度的完备和严谨 ，
才有利于初学者一开始就学到全面的
技法， 为他后来的发展练就扎实的基
本功， 才有利于在将来的艺术道路上
左右逢源 。 从书法学习的实践来看 ，
我周围的书法界朋友 ， 从篆隶入手
的， 后来写楷、 写行草， 大都劳而无
功， 许多人篆隶写得不错， 却连个行
草的款也落不好 ， 搞得路子非常窄 。
而那些楷书基本功扎实的， 后来练隶、

练篆 、 练甲骨 ， 都能在短时间见效 ，
而且有不少篆隶书法的艺术水平都超
过了从篆隶入手的人。

文章中一再提到的这位 “导师 ”
先生， 自己都说 “后来临唐楷时就觉
得很累”。 当然， 当初没打好唐楷的底
子， 后来再想玩就玩不转了。 这恰好
说明了从唐楷入手的重要性。 米芾曾
在 《自叙》 中说， 他七八岁学颜， 颜
柳欧都学过 。 谁能说米芾没有个性 ？
说颜柳 “扼杀个性”， 是学习的方法不
对， 甚至是因为没有学到家。 岂不知
熟能生巧？ 唐楷不仅法度谨严， 而且
极具个性， 用笔亦极具变化， 如果看
不出这一点 ， 说明根本没看懂唐楷 。
“把颜柳写成了仿宋体字”， 责任在你，
与颜柳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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