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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2年7月26日是启功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日，6月30日是启功先生逝世7周年纪念日。
启功先生是100年来对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之一，其高尚的道德操守和广博的学养智慧以及深具亲
和力的品格，独具标格、风靡海内外的书画造诣，独具只眼、眼力与学力高度结合的鉴定功力，文学
、文献学、诗学、小学、佛学、民俗学、红学无所不包、无所不精的学术研究，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
完美结合的诗文创作，“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育理念和从教七十余年的教育实践，都使他在近
百年的中国艺术史、学术史、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地位。
他的人格魅力和学艺成就不但使他在生前赢得了广大爱好者的钦慕，就是在逝世后的七年间仍然得到
不断的追思。
而钦慕追思者不但有与启功先生接触较多的亲朋好友和弟子学生，更有众多的仅有一两面之交，甚至
是从未谋面而仅有耳闻的私淑者、爱好者。
如最近一些亲朋学生在商讨如何纪念启先生百年诞辰时，举行了六七次长时间的座谈会，而每次座谈
会都自发地变成了追思会，大家追思起启先生卓越的道德文章和隽永的趣闻逸事，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和道不尽的情。
我们也常会遇到各行各业的人还在谈起启先生，书画鉴定界的朋友遇到难题常感慨“再也无法一求启
老的法眼了”。
学术界的朋友遇到稀奇古怪的问题常感慨“要是启先生还在或许能知道”。
学生们遇到人生的困惑常自问：“要是启先生该怎么想?”而书画市场上启先生作品价格的长期坚挺更
从一个侧面直观地说明了启先生的艺术价值。
总之，启先生生前贡献社会的不是虚名和浮华，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逝世后留给人们的没有绯闻谣
传和财产纠葛，而是无尽的追忆哀思。
我们应该珍惜并留住这些美好的记忆。
《诗经·甘棠》有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就像人们珍爱召伯的甘棠那样，我们应该让“启功现象”长久地发扬光大，让他的精神和成就长期
地泽被后人。
    为此，在启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将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其意义不仅在于对他本人的纪念与追
思，更是对敬老崇文传统的发扬，更能体现后人对前贤的尊重，对文化、艺术、学术的传承。
出版这册纪念文集即是这一系列活动之一。
征稿后我们得到启先生亲友学生的大力支持，现将这些文章大致分为“学术论文”和“纪念文章”两
大类，以求从方方面面与广大读者进行广泛的交流。
为此我们要特别感谢文物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感谢为此书的出版做出贡献的人们。
因时间关系，还有很多稿件尚未征集上来，随着各种纪念会、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我们还会继续编辑
。
我们相信启功是永远的启功，是大家的启功，对他的研究也将是大家永久的课题。
    昔人有诗云：“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就让我们把每次研究、回忆、怀念当都当做一次“东临碣石”的过程，并通过这一过程达到“以观
沧海”——进一步发现、探索启先生海一般的文化宝藏的目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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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2年7月26日是启功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日，6月30日是启功先生逝世7周 年纪念日。
启功先生是100年来对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之一，其高尚的 道德操守和广博的学养智慧以及深具
亲和力的品格，独具标格、风靡海内外 的书画造诣，独具只眼、眼力与学力高度结合的鉴定功力，文
学、文献学、 诗学、小学、佛学、民俗学、红学无所不包、无所不精的学术研究，继承传 统与发展
创新完美结合的诗文创作，“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育理念和 从教七十余年的教育实践，都使他
在近百年的中国艺术史、学术史、教育史 上占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地位。
 《以观沧海：启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是一本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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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文化部文物局下属的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成立了一个书画组，从事书法绘画鉴
定方面的研究工作。
工作人员有王世襄先生、先师张珩先生的遗孀顾湄夫人和故宫退休干部刘耀山。
我原来给朱启钤先生作秘书，1964年朱先生逝世后，经王世襄先生介绍，我也到了书画组工作，主要
是学习中国书画的鉴定能力。
我的工作是对所里收藏的大量影印书画册(其中包括当时进口的海外印刷的中国书画图录，如台湾影印
复制的《快雪时晴帖》等)和书画书籍进行编目。
当时文博所为了辨别真伪，还特意买了一些赝品来进行比对。
这个书画组已经收藏了当时95％的影印书画册，而且这些书籍有些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我的工作由王世襄先生指导。
那时我还很年轻，虽然写了几年的字，但对一些古代的书画知识不很了解，对于书画的历史和书画书(
包括影印书画册)的分类，更是外行，得需要老先生的指导。
没过一段时间，王世襄先生就下去“四清”了。
临走前，王先生特意和我交代说，有问题可找启功先生请教。
    那时，启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我经常去小乘巷胡同的先生家求教，自此，我开始有机会和
启先生深入交往。
在启功先生的亲自指导和帮助下，我对影印图册和书画书进行了分类编目。
要知道，在当时，启功先生的学问和书画早已颇有名气，而先生仍无私地帮助指导我。
这对我这个后辈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交往中，我始终尊先生为师，但先生却从不以老师自居，始终视我为友。
比如启先生比先母小不了几岁，但每次都向我问候“老伯母”如何如何？
    我出生在一个旧式家庭，受父亲影响，从小就开始年学习写毛笔字。
在认识启功先生之后，受他老人家影响，我对书法有了更广泛深入的学习和理解。
我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的工作未及转正，“文革”就开始了，l晦时工都被辞退，我也只好回家赋闲，
靠刻蜡版和给老先生们抄写书稿维持生活。
在“文革”后期，启先生参加了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在王府井大街的中华书局标点《清史稿》
，离我家比较近，有时在街上就能碰面。
启先生的大作《诗文声律论稿》的初稿，就是由我代为清抄的。
就这样，我跟启先生接触又多了起来，交往也更加频繁，我也成了先生小乘巷寓所的熟客。
后来我在中华书局工作，因为工作关系，同先生也是往来不断。
在这个过程中，老人家知识渊博、思维敏捷，都使我叹服，同时先生对书法文化的深入理解，也给了
我极大的帮助和影响。
    首先，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我曾经先后临习过《玄秘塔》《郑文公碑》、赵孟颊《心经》、北魏
墓志、蔡襄《自书诗册》和智永写本《千字文》等名家、名碑、名帖，在蔡襄，《自书诗册》和智永
《千字文》上，虽然下过很长时间的功夫，但总感觉写出来的字字型结构有点松散，有些发飘。
为此，我特意请教启先生，问先生我学字下一步应该怎样走？
先生说：“你的字没有‘芯儿’。
写字要抓住‘字芯儿’，也就是‘字核儿’。
写出的字要抱紧‘核儿’，那就不散了。
”先生亲手画了方块图形。
钩出左上右下对角线，用黄金分割的方法把基本笔画进行演示，告诉我字“芯儿”就在这条对角线自
下往上的0．618处，也就是黄金分割点上。
并要求我一定要写《张猛龙碑》。
启先生所作的论书绝句百首中有四首专论《张猛龙碑》，并附有大段注文，说：“因为《张猛龙碑》
于北碑中．惟其书丹笔迹在有合有离之间，适得生熟甜辣味外之味，此所以可望而难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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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先上对此碑的重视。
我在《张猛龙碑》上下了一定功夫之后，果然克服字体发飘发散的毛病，逐渐遒健挺拔。
    启先生对中国汉字结构和字型中心点的研究是非常透彻的。
对他的“字芯儿”理论，我自己通过临习古帖，逐渐有了更深的体会。
比如我在临写蔡襄字的时候，就因没有注意到结构问题，写的字总是缺乏紧凑感。
近年来，我一直临习王字。
王字，尤其是《阁帖》中的王字，看似飘逸洒脱，实则围绕“字芯儿”回环紧抱。
如果没有看到后一点，临习王字，很容易发软发散。
但由于我受到启功先生的启发，临写时，非常注意体会王字在结构上外松内紧、回环紧包的妙处。
才没有走上松软一路。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能吸取了王字的长处，使自己的书艺有所提高。
    通过临帖，我逐渐领悟到无论什么样结体的字，包括行、草书，启先生提出的中心点理论，都是很
有道理的。
过去书法讲结体三分式，有横三分、竖三分，认为只要掌握了这种分法，结构就能平衡。
但这种办法很不全面，因为行、草书，尤其是草书，是没法划分的。
再看启先生的“字芯儿”理论，就觉得不仅适用于楷书，也适用于行、草书。
因为，行、草书也是方块字。
只要是方块，就有个构图问题，就适用黄金切割理论。
比如《阁帖》中所收的王羲之的行、草书，看似流畅飘逸，但细一分析，它们的“字芯儿”又都大体
上在黄金切割点上。
由于每个字的“字芯儿”都在黄金切割点上，所以一行字的“字芯儿”就会上下连成一条直线。
大凡行气好的书法作品，“字芯儿”上下总是一条线，即使左右有些摆动，幅度也不大。
符合这一点的行气就好，如果一行字的“字芯儿”摆幅太大，就没有什么行气可言了。
书法的结体问题，前人的讨论只限于楷书，不及于行、草，更无人探讨结体与行气的关系。
启功先生的“字芯儿”说，不仅适用于楷书，而且也适用于行、草、隶、篆等其它书体，同时更阐明
了结体与行气的关系，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书法研究的一大贡献。
P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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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物出版社编著的《以观沧海--启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内容介绍：2012年7月26日是启功先生百岁冥
诞，岁月如流，他离开我们也已有七年了。
这七年来，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导仍时时浮现在眼前，愈感到先生学术之渊深广博，对人之坦诚
热情，对后学之循循善诱，实令人永世难忘。
我长期得到先生的多方面教诲，虽然说“夫子之道，仰之弥高”，但作为先生的私淑弟子，也略窥门
墙，更加体认到他在我国传统文化史、艺术史方面取得的多方面重大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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