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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众美 返朴归真
——访书法名家段学愚

段学愚，字痴徒，号半坡庐翁、青山居士，高级农

艺师。1936 年生于安徽砀山。历任中国书画学会副

主席、内蒙古怡斋诗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怡斋

书院”院长、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院士、王铎故里书画

院名誉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特邀

书画师、国际美联——中韩文化艺术专家委员会委

员，中国书协、中国硬笔书协（A 级）会员等。

记者：请问您与书法艺术是怎样结缘的？

段学愚：这要从 65 年前说起。解放前的小学是有写

字课的，就是描红，老师要求学生将选定的碑帖范本放

在一张白纸下，照猫画虎。拓摹时老师对坐姿、握笔的

姿势与力度要求很严。因为我学习比较认真，摹写工

整，老师每次在我的描红作业上画的红圈总比别的同

学要多，课堂上我得到的夸奖总是不断，老师的鼓励在

我儿时的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成为我心中永恒的记

忆与动力，写一手好字也就成为我不懈追求的目标。

1944年，日寇入侵华东，教师遭捕，学校停课，百姓逃难，在

极度动荡的年代里，人且颠沛流离，习字也就只能化为泡影。

解放后，我考入初中。学校教务处写得一手好字的

张希贤老师，再次燃起我学书法的激情，他也成为我心

目中永恒的膜拜对象。

十年动乱，万劫不复，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破坏，人们

的工作学习都受到干扰和冲击。但对于学习写字的人

来说，却是一次难得的练手时机，通过抄写大字报，我进

一步锻练了臂力腕力，熟练了运笔技巧。回顾这段历

史，十年浩劫对于我来说，不全是蹉跎与坎坷，它让我在

墨池里学习并巩固了基本知识。

上世纪 70 年代末，我开始用宣纸写字，并从书画展出

的作品中，品味书画艺术的魄力和乐趣。改革开放后，具

有悠久历史的国粹艺术得到继承和发扬，书画艺术也勃

发生机，各级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成，各种书画

展、理论研讨活动，不断地为书画爱好者和艺术评论家提

供交流平台，并营造出人才辈出的土壤与环境。与同仁

们一样，我本人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和氛围下，靠着勤

学、苦练与恒心毅力，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

记者：众所周知，段先生书法艺术的精髓就在于您

能将世间万物的律动美与多种艺术元素揉和于一体，从

而将书法艺术巧妙融合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书风”。《敕

勒川》便是您书法作品中的典范之作，请您谈谈当时创

作此作品时的灵感和寓意所在?

段学愚：书画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国粹，两者都是运

用毛笔、烟墨、宣纸工具写就的视觉艺术，其创作技法有

着天然的共性，故有书画同源之说。我想，既然同脉、同

源、同法，两种不同形式的姊妹艺术，理应相互借鉴、相

互渗透、相互融合，让书与画的元素有机地融汇为一体，

做到书中有画、画中有书、书画交融、交相生辉。这就是

我创作这幅作品的初衷与构思。

我出生在安徽，小学和初中在原籍度过，高中与大

学连续七年就读于河南。1959 年大学毕业后，我志愿支

边来到内蒙古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至今已经在此地工作

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大漠草原已经成为我生命里程中的

第三故乡。50 余年的风雨历程，让我对这里的山川、草

原、湖泊、草木充满着难于言表的情感。这片无垠的疆

土，给了我博大的胸怀，空灵回荡的内蒙古长调艺术，也

让我的书法艺术似天马行空，驰骋于无羁的空间，而古

老的阴山岩画和象形图文，又赋予我创作的艺术灵感。

正是这些艺术资源的碰撞与融汇，成就了这首北齐民谣

——《敕勒歌》的深邃意境与特殊符号。

该作以淡墨和写意手法，突出一个“羊”字，表达出

北方游牧民族从远古走来的生命气息。章法构图上半

部大面积留白，给人以广袤的空间感，下半部再以粗犷、

浓重的隶书凸显天苍野茫、风吹草低的主题。对比强

烈，诗情画意，一派北国独有的草原风情跃然纸上。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书法艺术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

更要注重创新这一问题的？

段学愚：世间一切事物的生存与发展都要遵循优胜

劣汰的法则。书法艺术与其它艺术门类一样，只有坚持

在传承基础上的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才能在激烈的竞

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才会在新的纪元里，孕育并创作出

既有传统血脉，又有崭新面孔，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旷古

之作，为中国书法史添加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们的审美情趣，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提升

与变化。不同历史时期，对书法艺术的崇尚也各有侧

重。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态，清人尚

质，都说明不同时期人们审美情趣的不同取向，也透视

出书法艺术随时而变易的风范。

从远古时代的彩陶符号问世算起，书法以记载传递

信息为首要功能的属性，传承至今已有近 8000 年的历

史。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对高雅文化的追求

已日渐迫切，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书作美化环境、欣赏

艺术美的同时，自己也能得到书写内容的启迪、教育，并

兼顾收藏所带来的多重满足。审美情趣的提升，呼唤多

重属性跻于一身的书法艺术，这既是时代发展对书法艺

术的必然选择，也是书法艺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由之道。

唐代大家颜真卿“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

意之外”的经典论述，也佐证了古人对书法艺术创新求

变的永恒理念。试想，如果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作品，

始终停滞在先人的古风古韵上，没有任何新意，书法艺

术如何能够从远古传承到今天？明代一字万同的“台阁

体”，缘何没能传承至今，却成为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的

流星，就是最好的答案。

记者：您认为一个书法家必须具备哪些艺术特质，

才能成为万众瞩目的书法名家呢？

段学愚：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书家，应具备以下四

个条件：

一是要有扎实的功底。功底来自勤学苦练，熟练掌

握汉字的间架结构和运笔技法，认真写好楷书，楷书不

过关的人，不可能有支撑自己向高远发展的牢固根基。

一个人学书，不论你从何种书体开始，也不论你学到何

种程度，你都必须补上楷书这一课，这一课来不得半点

虚假，也没有速成之道，而是一个漫长的跋涉过程，没有

恒心与毅力和急于求成的人，这一关是不大好过的。此

外，功底还来自于字外功夫，要博览群书，因为书法艺术

与多门类、多学科、多艺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与自

然界各种美的元素息息相关，要善于多读、多学、多走、

多看，从学习中积累知识，在观察中汲取精髓。

二是要有虚怀若谷的胸怀。自觉抵制文人相轻的

陋习，要不耻下问，虚心向别人学习。即便自己取得了

骄人的成绩，也不要骄傲自大，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

天，“满招损、谦受益”的警钟应该在耳边常鸣。

在学习书法的道路上，本人坚守“人皆为师”的准

则。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取人之长补已之短，是

一条提高自己书艺水平的快车道。本人之所以以“半坡

庐翁”为斋号，意在勉励自己，在学书的道路上，没有顶

点，自己永远处在半坡途中。我珍惜每一次观展机会，也

认真观摩别人的每一副佳作，从其佳作里捕捉艺术亮点。

三是要有创新求变的活力。活力靠功底，功底靠灵

感，功底加灵感才会激发出创新的火花，只有这样，才能

葆其艺术生命青春永驻。

四是要有肩负重托的责任感。可以说，不想当“大家”

的书法爱好者，胸无大志。而对于每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书家而言，都要有勇气承担历史赋予的无形重任，担当起

承前启后的社会嘱托，向着为谋求书法艺术的繁荣与发

展、营造适宜书法人才成长的土壤与环境、创作传世佳作

的宏伟目标，竭尽其毕生精力。要常温“天降大任于斯人

也”的名句，鞭策自己不懈进取。在进取中不要只着眼于

自身的变化，更要放眼于群体和社会，凝聚并带动众多的

书法爱好者行动起来，将中国书法艺术的整体水平提升、

跨越到历史的高点，使之呈现出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

记者：面对当下艺术多元化的形式，我国的书法艺

术即书法市场将何去何从，这一重要性的问题。请问您

对此持怎样的看法？

段学愚：当前的书画市场十分繁荣，各种展赛、出版、

征稿等活动，层出不穷，热闹非凡，应当说，这些都为推动

书画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暴露出缺乏严格管

理、秩序混乱、资质混杂、真假难辩等诸多问题。似乎不论

单位大小，活动的组织者都可冠以“中国”字样，无论有权

无权，都敢以“大师”、“大家”的桂冠馈赠。弄虚作假、欺世

盗名者屡见不鲜。当今的书画圈里，真可谓诸侯遍野，王

者百万。谁是真正服众的猴王，需要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出

面并给予评定，不能让杂乱无章的现状延续，也不能让人

们总是雾里看花，见不到书画作品的庐山真貌。

为此，我建议：

一是要整顿文化市场秩序，严格审核文化产业单位

的资质、证照，适当提高入门注册资金，并加强年检，建立

巡查、随机抽查、投诉和诚信评价制度，并将结果在网站

上及时发布。对于商业欺诈行为，要出重拳打击。

二是要建立书画奖评制度，鼓励在传承基础上的

创新，对那些承前启后、品位高雅、意境深邃、对中国书

法理论有所突破并具有载入史册价值、群众公认的作

品，要给予大奖、重奖。奖励名称、受奖等级和授奖部

门，要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以激励书法珍品和瑰宝的

问世。

三是要倡导书画家“自重、自爱、自律、自强”的风

尚，提倡真情创作，诚实待人，以笔笔真迹、幅幅高雅之

作面向受众。不因金钱的诱惑而降低作品品位，不给市

场添乱，只给和谐添力，堂堂正正做一个值得信赖的艺

术家。

记者：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这么多年从事书法创

作中的一些心得与体会。

段学愚：书法创作是书家依托艺术灵感与丰厚的文

化底蕴，对世间万物美的艺术元素的调动、渗透、融合与

升华的过程，是在对书写内容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综合

运用幅式、章法、字体、结体、笔法、墨法等技法与形式的

结果。其结果不但要有意境，还要赋予抽象的汉字符号

以灵动与生机，让作品中的多种艺术元素交响出和谐美

妙的乐章。

人们都说，书法艺术是凝固的舞蹈、流动的音符。

我要加一句，它还是具有多维时空的软雕塑。特别是草

书，最能表达书者的情感。其势首尾相接，笔断意连，或

急促，或舒缓，或阳刚，或阴柔，或圆润，或枯涩，气韵贯

通，一气呵成。一幅作品，就是一尊具有多维时空概念

的软雕塑，创作的过程，也是享受的过程，因为你在美的

线条里随其跳动，也随其延伸。

采访后记 ：

书法艺术迄今为止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书法这门古

老的艺术之所以能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并经久不衰，

和历代书法名家对书法艺术的继承与发扬创新精神是分不

开的。

书法艺术的发源还要追溯到我国文字的产生，我国

文字的创造是“依自然万物之类（面）象形”这一原则。

段学愚先生书法艺术形成及创作的灵感也正是来源于

世间万物律动之美而产生的艺术特点。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回归！”今天的段学愚先生就做

到了这一点！我们相信，段先生在未来的书法创作及创

新道路上，一定会不懈余力地推进中国书法艺术的传承

与发展，将中国当前的书法艺术继续发扬光大。

这也是我们整个文化界和艺术界关注的事情。

隶书《听雨》 90×90cm 2002 年创作

隶书《敕勒川》 68×68cm 2005 年创作

隶书《取静于山》 53×236cm 2008 年创作

■ 本报记者 尹一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