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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艺（卷5）》将成为一个活泼的生命，在广阔的艺术原野上漫步，高高放飞学人的理想。
书法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文化，线条的纵横蕴涵着文化的风韵；黑白的氤氳弥漫着文化的气息。
《书艺》的再生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将认真表达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表述我们立足岭表、放眼文
化的宏观视野。
 每一辑《书艺》都将是书艺理论家的一次雅集。
长篇短制，各有茂林修竹；字里行间，遍布曲水流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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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书艺理论家之雅集关于草书创作的若干问题——邱振中访谈录祁小春——人、文跋《容庚法书集》寻
常奇崛与自适之适——尚涛书法及其艺术风范的启示“尚涛花鸟与时代”学术研讨会纪要书写的文人
与文人的书写——由陈寅恪先生遗墨谈文人的书写独坐大雄峰——记日本书坛巨匠井上有一西方形式
美学与当代书法的形式研究读书散记经典在文本细读中阐发书法的本质与高校书法教育的目标高校公
共书法教育课程改革与学生发展问题研究《陈寅恪先生遗墨》出版说明智慧、知识、自由与历史的还
愿——喜谈《陈寅恪先生遗墨》《陈垣先生遗墨》前言《广州古城砖拓片及修城考》出版说明关于王
羲之的晚年书迹问题虞龢所使用的“章草”王宠散考五题苏悼元的书法学习观《书谱》新论纯任自然 
自得其乐——陈献章的书法趣味陈献章和张诩的交游及相关书迹的考证康有为“卑唐观”研究秦系简
牍文字的专称——“署书”研究二题从《论书绝句百首》及自注看启功对碑帖的认识和评价初见《黄
庭坚跋东坡马券帖长卷》黄庭坚跋东坡马券帖长卷（彩图）黄庭坚跋东坡马券帖长卷 引首题画及廿四
家后跋仪清室藏广东印谱提要（上）迟园篆刻序吴灏篆刻选名家翰墨讯息广东高校书法学术委员会筹
备会议纪要广东省首届高校书法教育研讨会通报中国书法家协会编辑出版委员会首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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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先生从运笔笔势，线形线质，构字章法，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独造”，犹注重字与线的笔
意--昂扬之势，由此实现一种自适、浑成的大化之境。
先生书法，字形重组如铸件之凝重、朴拙、耐看，结构精严富于张力，始终是内气充盈，雄浑而不张
扬。
每书，以大笔饱含墨汁，把笔斜卧，笔锋向内令字势皆逆，笔画在逆行中隐含着向上向外挺出之笔意
，行笔平稳而不滞，慢而流注。
线条无论大小长短，几乎没有单纯意义上的横、竖、撇、捺，着纸之笔迹动态意趣迥异，完全超越了
前人笔画的“楷气”，更无时下风行“率、滑、妖、邪、躁”的浮气，而出之以“尚涛体”笔墨的意
态化。
但它仍然合于古法，用侧锋而体现中锋的笔意贯注，重墨使字形血肉丰满神完气足，慢行涩进宜于线
质磨练与书意的体认-一碑刻钟鼎的金石趣味、“屋漏痕”与“行云流水”的自然起伏，这是在更高层
面上实现了黄宾虹“平、圆、留、重、变”的笔法。
先生之独造，雄奇醇厚兼而得之，硬语横空，天葩惊俗，穷其原委，只在平正。
先生之“变”可谓大成。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孟子此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很高的理想境界，具有正大光明气象。
壮美一路，在千年来的文人传统艺术中不多见。
与之并行的是“雅”，优美一路。
进入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并存使人们向独立个性发展而不再局限于古人的“雅”成为必然。
古人作书以“雅”为顶线，今人作书，以“雅”为底线、为起点，再向正大气象诉求。
只是，时人或限于学养，弃“雅正”而就粗鄙，以荒率为随意，以狂怪充奇拙，大而不正，大而无象
。
或技疏无主，群起制作。
或倚门耳食，逐影追声，徒事空、假之“大”。
对划时代的超越性的探讨，从源头出发，从基因出发，更具有民族文化本色的深度。
西方现代主义强调艺术语言中不能被其他艺术代替的独特性，于是，重新发现了东方，书法与传统文
入画中直抒胸臆的“书写性”。
相对而言，西方艺术的“制作性”意味着可重复，不独特。
这是机械与高科技所长，适用于产晶，与个人、心灵可无直接的关联（不排除其另有所指）。
书法的“书写性”，具有此时此地此人的唯一性，瞬间性，独特性，宜于艺术表现。
绘画、篆刻或辅以制作，但以一气呵成的“书写性”淬炼为高。
书法尤其如是，以出于心灵的书写性为本，以出于模仿的制作性为末。
现代写实主义的“书写性”亦然。
唐张彦远论画：“夫象物必在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
尚涛先生之书法规矩从心、笔意古拙、结构新奇，同其水墨画浑然一体，在传统价值系统中具有启示
性意义。
他独特的“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既往的思路，提供了可以传承的新的形质，这正是当代一个
不可多得的，具有充实正大气象的典范。
　　书法全因素：简约、凝炼　　先生的“自适之适”，又是对“书法全因素--简约、凝炼”的成功
实践。
这体现在画面语言的明确和强化，，又不露痕迹地运化为一种鲜明的“意象”，同时保持了作品的内
在和谐--鲜活的情趣与色不碍墨的高格调，这正是对细节构成作“书法”处理。
“骨法用笔”这一传统的书法基因，经长期修炼最终可以到达_种下意识的、凭直觉处理的酣畅境地
。
从书法的线节奏，到画的块面节奏的转换，其原理依然是“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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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法因素，从技术层面看是字法、笔法、墨法、章法；从形的层面看，以抽象的黑白构成线形节
奏，是简约，但钢笔线同样简约；从意的层面看，简约之线必以高品味的凝炼意象为尚。
故以“简约、凝炼”之涵蕴界定书法，谓之“书法全因素”。
从功用而言，“书法全因素”在古代是体现于书体尤其是楷书的定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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