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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收有从黄若舟至王介南等92人共100件作品。
在此书中的书法名作，或者名重一时，或者流芳百世，或者明珠长埋，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和相当的水
平的。
本书由书家简介、书法作品、鉴赏文字三部分组成，这些书家的作品，基本上一位书家一件作品，及
鉴赏文字一篇；但也有少数大家，收有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作品。
凡是收有两件或两件以上作品的，不仅字体形式不同，而且都是不朽的杰作。
至于那些只收一件的名家作品，不是流传有绪的桓赫名迹，就是有代表性或新发现的佳作。
本书对楷书、隶书、行书的写作方法，以及纂刻艺术的代表人物、纂刻知识都作了详细全面的介绍。
总之，本书所鉴赏的那些书法名家作品，基本上包括了一般书法史上所介绍的现代书家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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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郭绍虞(1893一1984)，江苏苏州人。
“五四”运动时期加入“新潮学社”，1921年与茅盾、叶圣陶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先后执
教于福州协和大学、开封中州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北京燕京大学，1949年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主
任、教授。
自幼受家庭熏陶而酷爱书法，对古代名家墨迹、碑版、拓片无不潜心研习，书风秀雅，自具清姿。
作品先后参加“上海市书法篆刻展览”、日本“近代中国书法展览”及“第一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
等，为多处博物馆收藏。
对书论也有研究，撰有《从书法窥测字体的演变》、《书法与书道》、《日本的书道》等。
在中国语言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等方面，著述宏富，影响尤大。
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分会名誉主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上海语文学会名
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这幅行书条幅，选自《名家墨迹》，内容为杨诚斋诗：“禾穗轻黄尚浅青，村舂已报隔林声。
忽惊暮色翻成晓，仰见双虹雨外明”。
书法极清健，充满儒雅的书卷气。
瘦劲的线条，开　　张的结体，好像远绍六朝《瘗鹤铭》，实质上法乳宋代黄庭坚《松风阁》。
《瘗鹤铭》为圆笔书，多篆意；《松风阁》方圆兼施，多楷法。
毫无疑问，郭绍虞先生这幅字楷法多于篆意，其中“穗”、“林”、“晓”、“惊”等字形神尤似黄
庭坚。
但这幅字不同于《松风阁》处，《松风阁》那些长枪大戟似的长横、长戈、长竖、长捺等，往往起伏
波动而出，线条波曲而不平洁，有一种抖擞气；而这幅字主要笔画虽然也写得十分长大，但用笔干净
果断，决不故作姿态，所以线条挺拔，造型明净，格调清雅，如同杨万里的诗歌。
　　郭绍虞先生这幅字，字间排列十分茂密，但由于一个个字上下端正排列，而且大都工整如楷，如
“已”、“色”、“晓”、“见”等字的浮鹅勾一律向上翻出，一不“乍显乍晦”、“二不“若行若
藏”，谈不上“穷变态于毫端”，也就无所谓“合情调于纸上”了。
如此说来，郭绍虞先生这幅字是胸藏万卷书的学者字，不是墨磨千方砚的书家字。
　　容庚(1894—1983)，广东东莞人。
自幼从舅父邓尔雅学习书法篆刻，因而熟研《说文》与吴大潋《说文古籀补》和丁佛言《补》，并在
此基础上于1925年编著出版了《金文　　编》，得到罗振玉的赏识，被介绍入燕京研究院为王国维的
研究生，继而任助教，编《燕京学报》，接着又被聘为北京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
在此期间，先后编著了《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录》、《海外吉金图录》等。
1941年发表了《商周彝器通考》，对青铜器进　　行了系统的研究，被誉为商周彝器研究的奠基著作
。
善书法，小楷深得晋唐遗韵，尤以大篆见长，并擅隶草。
在书法理论上也有极深的造诣，颇多著述。
生前曾任广东中山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广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等职。
　　这幅扇面临的是金文：“隹七年十月既生霸王在周般宫旦王格大室井伯入右趟曹立中庭北乡锡超
曹戴黻同黄粥趟曹拜额首敢对扬天子休”。
原作发表在《书法》杂志上。
　　容庚先生书法给人以浑穆深沉的感觉，用笔内撅，气势安详，锋芒不外露，笔势不跳跃，一笔一
笔地写来，力量完全包容在凝重的线条之中。
它如同绍兴花雕，酒味醇和，但后劲很大，故耐人寻味。
白沙在《记金文专家容庚先生及其书法》一文中，把容庚先生的书法比喻为“浑穆深沉的大河，它静
静地在大地上流着，只有你泛舟在这河面上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内蕴　　的力量，感觉到这雄伟静
穆的美”。
此喻颇恰当，就拿这幅金文扇面来说吧，用笔大都藏头护尾，含而不露，章法天地平齐，朴实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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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较之那些伸拳掳袖的书法作品来说，别有一种静趣，沉入其中，大可玩味。
　　这幅扇面，前四行为三字一行，后九行为四字一行，前松后紧，布白不那么匀称。
另外有些字的点画过于凝练，因此显得板滞，如“月”字折画、“周”字左竖等。
当然扇面比较难写，一是章法不易安排，二是书写不易控制，上述不足，可能与此有关。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
1917年游日本，翌年赴法国巴黎国立美术学校，精研素描和油画。
1927年归国，任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
1934年赴欧洲，在意大利、德国及前苏联举办个人画展。
解放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中西画兼擅，尤善画马，风骨凛然，气魄雄伟，造型生动，堪称一绝。
著有《悲鸿素描集》、《悲鸿油画集》、《悲鸿彩墨画集》问世。
　　徐悲鸿先生虽是举世闻名的大画家，但他的书法造诣也很深。
年轻时师从康有为，研习书法，特爱北魏书体，认为其“佳者实集书艺的众美”，或气象浑穆，或魄
力雄强，或笔法超脱，或神采飞扬，或造型奇特，充满了生命力，有天然的意趣　　这幅行草《游印
度恒河诗》，原载《书法》杂志上。
内容是1940年初，徐悲鸿先生应印度国际大学之邀请，游恒河时即兴随口吟成的一首小诗：“茂林尽
处百千家，极目寒江啼晚鸦，最爱盈盈东逝水，清名让与恒河沙”。
此作是用长锋羊毫所书，虽然是随手挥洒，但转折有度，疾涩得宜，如同行云流水，超脱奔放。
但笔墨间既有二王书帖的优雅韵致，又有北朝碑刻的朴拙风味。
由于锋中笔圆，线条虽纤细，但气势宛畅，笔力坚劲，结体清隽。
　　黄养辉先生说，徐悲鸿先生的书法，“结体似疏朗而实茂密，笔画似柔软而兼含刚劲”，我觉得
还应加一句：“章法似无心而颇有意致”。
所有这些，构成了徐悲鸿先生特有的潇洒书风。
不知为什么，当我读到这幅书法作品时，我很自然地联想到诗人徐志摩笔下的“快乐的雪花”。
那雪花在半空中上下快乐地翻飞着，那轻快的节奏，那潇洒的姿影，那清雅的情调，那空灵的境界，
似乎就是徐悲鸿先生笔下的书法。
真的，我的艺术欣赏的通感就是如此。
　　在这幅书法作品中，还用了外文，真正是“中西合璧”。
这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创新。
但我不以为然，总觉得有点不伦不类。
特别是在竖写的中文里夹上一词横写的外文，总不是味儿。
但愿我这感觉并不保守就好。
　　齐白石（1863-1957），原名纯芝，字清渭，号兰亭，后改名璜，字濒生，别号借山吟馆主者、寄
萍老人等，湖南汀潭人。
1919年定居北京，以篆刻卖画为生。
在艺术上常与陈鵆恪相切磋，推崇徐渭、朱耷、原济、李及吴昌硕等。
60岁后，画风遽变，重视创造，融合传统写意画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擅长花鸟虫鱼，笔墨纵横雄健，造型简练质朴，色彩鲜明热烈ua擅于把阔笔写意花与微毫毕现的草虫
巧妙地结合一起。
亦画山水、人物。
论画有“妙在假与不似之间，太假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见解。
书法初学何绍基，后改学金农、郑板桥，行草苍劲、豪迈，篆书得国于《三公山碑》、《天发神讖碑
》、《新嘉量铭》等。
篆刻初学浙，后多取法汉代凿印，布局奇朴茂，单刀直下，劲辣有力。
作品收入《齐白石作品集》，曾获国际和平金质奖章，有“人民艺术家”之称号，为世界四大文化名
人之一。
生前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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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书法是我国传统艺术，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它不仅有实用功能，更有审美价值。
它　　那生动的线条，虚灵的空间，美妙的意境，清雅的气息，构成了有意味的形式。
它不是音乐，但有音乐般的韵律；它不是绘画，但有绘画的构图；它不是诗歌，但有诗歌般的情感；
它不是舞蹈，但有舞蹈般的姿态，真是“纸上数行字，空中几朵云”，令人悦目赏心，玩味不尽。
因此，书法艺术历久不衰，不仅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还引起了外国朋友的兴趣。
如今学习和欣赏书法艺术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由中国走向世界，已兴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潮。
　　为了弘扬传统的书法艺术，帮助人们学习和欣赏书法艺术，近两年来，我国出版界出版了　　好
几本有关书法鉴赏的辞典，但遗憾的是都是古代书法家的作品。
“不薄古人爱今人”，所以我编写了这本《现代书法名家作品鉴赏》。
　　这本《现代书法名家作品鉴赏》，收录现代书法名家一百人的一百件作品。
他们都是我国　　现代艺苑中有一定成就和影响的老书法家，有的甚至是饮誉海内外的一代书法大师
，如沈尹　　默、于右任、林散之、沙孟海、启功等，其中有的已去世，但大都还健在，年龄最大的
是齐白石，年龄最小的是沈鹏，平均年龄在八十岁以上，所以称之为“现代书法名家”。
对于每一件名家作品，不论是篆、隶、楷、行、草，还是中堂、条幅、扇面，都有一篇上千字的文字
评价。
文字由两个部分组成，前面部分为书家生平简单介绍，后面部分为作品鉴赏评价。
既然是鉴赏，当然有鉴有赏，鉴是理性的，赏是感性的，这就是说，不仅是欣赏，而且还批评。
这鉴赏主要是从审美的角度去进行分析和评价作品，既肯定它的美学价值，又指出它的不足之处，同
时还说明其中的原故。
在具体鉴赏中，仅就作品的本身予以审美评价，不阿好也不贬低，力求写出作品的价值和我心中的感
受。
不消说，这里鉴赏的尺度是笔者自己的尺度，完全是“一家之言”。
书法是一种带有抽象性的艺术，见仁见智，有很大的主观性，况且“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
致者，物之精也”，因此要写好“鉴赏”，谈何容易。
由于笔者兴趣爱好、学养识见之缘故，所作的评价可能有所偏颇，如果“鉴赏”不当的话，欢迎名家
和读者批评指正。
　　对那些名家，我心里是非常尊敬的，但对于他们的具体作品，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好的固然推崇，差的也予以指出。
我不能像时下的那些无聊的恭维文字，把什么都说成优点，似乎完美无缺。
“金无赤足”，而鱼目更不是明珠，那些吹捧文字，不仅是自欺，而且还在欺人，于书艺、于名家、
于读者都无益。
再说那种文字也不叫批评，更无所谓鉴赏，只能是小丑鼻子上的一块白粉，那又何必呢!　　上面已经
说过，这本《现代书法名家作品鉴赏》，除了百篇审美鉴赏文章外，还有百名书家生平简介和百件书
法作品，因此，它又是一本简明的资料书和作品集。
那么，它合鉴赏、简介、作品为一集，一册在手，具有多种功能，对读者诸君来说，或许不无便益吧
。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篇幅和年龄的限制，加上有些资料一时难以收集，很多应该收进　　此
书的进行鉴赏的名家作品因此而遗漏了。
这遗珠之憾，我希望通过努力再写一本《当代书法　　名家作品鉴赏》来弥补，否则，我将遗憾终生
。
　　为了与《现代书法名家作品鉴赏》配套出版，笔者还将编写《古代书法名家作品鉴赏》及　　《
历代篆隶名作鉴赏》、《历代草行名作鉴赏》、《历代楷书名作鉴赏》、《海外书法名家作品鉴赏》
、《少字数书法名家作品鉴赏》、《中国硬笔书法名家作品鉴赏》等以飨读者。
　　初夏时分，熏风吹拂绿柳，池中新荷待放，而我笔耕墨耘的斗室也开始闷热起来，只有墙头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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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积健为雄”的行书横披，不时地透出一股清凉气，驱走了心头的烦闷，忘却了“外面　　的世界
真精采”，使我能继续埋首“游于艺”。
　　沈鸿根　　1995年6月30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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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集中国书法文明之大全，让亿万炎黄子孙在书写民族复兴的新篇章时，了解祖国的文明历史，并
从独特的民族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把中华之书法文明进一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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