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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书坛，以前所未有的展赛热、研讨热、培训热、组织热、报刊热与
出版热等形式，极大推动了书法向前发展，这是不容抹杀的基本事实。
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而且这些不和谐音已严重影响到书法在民众心目中的神圣
地位。
鉴于此，《毛万宝书学论集：当代书坛批评》慷慨直言，给予了尖锐而有力的批判。
此为“时弊针砭”。
另外，本书更多内容则指向“理论反思”、“学术争鸣”、“创作摭评”与“书法嘹望”，它们虽以
学理观照为主，但也不乏批判锋芒。
读本书，可获“痛快淋漓，为浮一大白”（曹宝麟语）之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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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万宝，男，安徽六安人，1961年11月生。
198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师和公务员，2005年3月应聘浙江绍兴“兰亭书法研究所”，任副所长并主持该所工
作至今。
1992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
致力书学研究近30载，完成著述达百篇（部）300余万言，均公开发表或出版。
部分论文为国家级权威学术刊物所转载。
1990年获全国书法理论奖“书谱奖”；2002年和2006年均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提名奖；2010年
获全国书法理论奖”“康有为奖”。
2010年起任“全国书法批评家提名展”评委。
长期坚持书法美学研究，到兰亭之后，则以兰亭学研究和当代书坛批判为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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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至于“反叛传统”，就是旗帜鲜明地站到传统的对立面，向传统宣战，与传统作彻底之决裂。
作为集体事件，最初发生于1985年，后来一浪接一浪，至今而未息。
“反叛传统”者，参与人数较多，类型与内容亦较复杂，本文无意一一道及，只选取三个典型聊作解
剖。
　　典型之一是“85现代书法展”集体亮相。
在当时，整个书坛还沉醉于“经典”与“亚经典”之中，都认为书法应该是“传统”的，没想到竟诞
生了所谓“现代书法”，而且它的创作者--一批画家还叫喊着：传统已到尽头，书法的未来当由他们
来主宰。
于是愤怒者有之，反击者有之，支持者亦有之。
口号是响亮的，立场是鲜明的--反传统，但人们看过作品却不禁大失所望，原来他们不过是用“画法
”来改造“书法”而已，有的将素描头像与英文字母搬上作品，有的字配画，有的字被扭曲成画，有
的以字组画，有的以“版画”汉字代替书写汉字，线条狰狞狼藉毫无艺术质量。
我以为，“85现代书法展”对当代书坛的观念冲击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践意义。
有口号，有立场，就是没有像样的作品，反传统急先锋一上阵便溃不成军。
两年后，原班人马好像又举办了一个“二展”，但再也引不起人们的关注了。
　　典型之二当推“书法主义事件”。
书法主又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活跃于90年代上半叶。
书法主义最初的口号也激烈反传统，但自二届展览“宣言”起却改变策略，口头上不再反传统，而承
认传统之存在，只是此刻之存在，要由大一统中的唯一之存在转向多元化格局中的一元之存在，换句
话说，也就是劝传统离开“中心”位置，向“边缘”地带靠一靠，腾出的地盘即由他们书法主义来填
充。
有人说，这是一种巧妙的反传统，笔者深以为是。
鉴于“85现代书法展”的命运，书法主义吸取教训，不再明火执仗对抗传统，这样既能麻痹传统，也
利于自己作为新生事物的存在与成长。
书法主义反传统的彻底性，在于它只借用“书法”之名，行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之实。
在他们的作品中，谁也看不到传统书法的影子，充斥画面的要么是现成品拼接，要么是游戏笔墨--孤
立的点、孤立的线与支离破碎的仿汉字结体。
　　最后一个典型就是“学院派书法”。
“学院派书法”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它的宣言口口声声尊重传统（即“必须是书法”），然
而它的实践却表现为地道反传统（即“又是从未有过的书法”）。
统观学院派书法，一言以蔽之，临摹加拼贴而已。
临摹虽以传统中的“经典”、“亚经典”为对象，但临摹品的本身却代表不了传统，况且临摹品到了
学院派那里，不是被“截取”就是被“肢解”，一一碎片化，独立性与完整性统统见鬼去了。
在传统书法中，临摹品就是临摹品，而决不会充当创作品；但学院派却以“临摹”代替“创作”，观
念上显然与传统大相径庭。
其实，以“临摹”代替“创作”，正是西方后现代艺术的重要手法之一，名称叫“戏仿”或“戏拟”
（如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经典油画《蒙娜丽莎》复制下来，然后在上面加几撇胡须
，就变成“我”的作品--《带胡须的蒙娜丽莎》）。
而拼贴手法，则更是西方后现代艺术的发明，学院派借用之，一下就使作品“画”面陌生化，给观众
带来“从未有过”的新奇感。
但这只能保证第一次展览如此，第二次、第三次观众就不会再为之惊叹，说不定还要走向失望：原来
不过如此！
　　也许，传统如同一棵大树，深深扎根于肥沃的历史土壤之中，枝叶繁茂，超级稳固，谁也别想将
它撼动，更不用说将它推翻了。
从事书法者，若想成功，就得老老实实地从传统中吸取营养，至于“经典”、“亚经典”与“非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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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自可根据自己所面临的具体情况择而师之，无须强求一律。
如今，“疏离传统”者虽大有人在，但前途渺茫、不容乐观；“反叛传统”者已相继集体退场，把一
度强行侵占的艺术空间又一一还给了传统书法。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书法传统，从“经典”（见图22）加“亚经典”转向“亚经典”加“非经典”
，再转向“疏离者”加“反叛者”，命运是何等坎坷、何等多舛啊！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书法传统依旧活在当代最广大的书法家与书法爱好者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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