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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鉴赏
艺术家推介 平台

2024/5/25 星期六览展

艺4
开幕时间：2024年5月25日 下午3:00
展览时间：2024年5月20日—6月20日
展览地点：响水美术馆（响水县东鸣湖公园内）

逸行——
朱海澄 梁奇 龙侃 任东 秦临安 书法作品展

龙侃学书：临创浅析

书法临摹与创作不可或缺，两者相辅相
成，共鸣共进。促进创作，临摹是根本，根在
哪方向便清晰可寻，反之徒劳。纵观每一位
成功的书家都具备一套完善的创作方法论，
也有大批书家临摹功夫很扎实，创作时像武
功尽失了一般，或者创作水平与临摹不像一
人所书，究其原因还是沉迷于临摹太过无法
自拔，仅肤浅拘泥于基本点画、转折，等等。
教条的学习方法，养成不假思考的惯性书写，
细思极恐。长期处于临摹状态而不细致创作
转化书写的思维极易形成惰性书写心理，对
创作缺少思考，总认为只要把帖临好了就全
部掌握了，殊不知，这样临摹也很难达到真正
意义上的深入，在思和辨上要得以融通。学
习的过程是不断推翻自我的过程，从而获取
新的认知，这也是很多名家大家“咬定青山不
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顽强毅力和韧性所
致，笔墨与精神一以贯之。

审慎选帖，选帖如择师，临习经典乃不
二法门，诚然历代经典当中，一流的作品需
要关注，二流三流的作品也同样需要取法，
高级的东西短时间内很难悟化，但能在历史
长河中站住脚跟的经典，不可轻易否定忽
视，可以保持个人的个性与审美，切忌因个
性与审美而不去学习它，这也是获取过程中
的一个误区，阻碍进取的步伐。站在每一位
巨人的肩膀上一步步往前跨越，成就每一个
阶段的书写缺失，需要书写的心理意识、敏
锐的捕捉能力，透过笔墨表象与经典以心性
对话。

晋唐高度，旭素的自然心性，山谷的有意
安排，明清大草竖式当中的纵横跌宕，挥斥八
极，神气不变，继而民国近现代书家对以往经
典的尝试与论辩，其间环环紧扣又推陈出新，
且出己意。每一位经典的产生以及经典对后
世的警醒，均值得借鉴升华，继而反叛、改造、
涅槃重生。

临摹到创作，是一个解构与重构的过
程。书写者便是设计师，通过眼力、脑力、手
部肌肉记忆的形成，训练出对历代不同风格
经典的洞察力敏锐力。解构就是解剖，庖丁
解牛式，亦如三军统帅，指哪打哪，指哪拆
哪，以战必胜的决心发奋意气。基本关节笔
画胸有成竹，强化的、弱化的、虚化的深谙其

理，烂熟于心，方能达到心领神会、神完气
足。仅依靠熟练还远远不够，对经典的再现，
熟练是基础的基础，熟练后情感的注入，才是
书法的内在，有情感方见生命力，技术、情
感、生命力统领下的书写，耐赏性更突出。与
其说解构，实则是对原有图式空间的解除，把
合理的空间植于心中，把对笔画的态度诠释
为中锋、侧锋的表现，中锋主厚重、凝练，侧
锋主变化，万千变化乃侧锋主宰之瞬间。解
构的能力，很大部分影响到重构。再说重构，
即重新构建新的审美空间，对解构的一种本
能释放、爆发。再是不偏不倚，合理合情的留
白。重构后的留白是建立在对经典化解之
上，符合常理，驾驭留白的能力也等同于造型
能力。当然，这一切也都反映在对笔墨的控
制欲上。创作比高下，即领导笔管之高低。
准备工作，基础构思与框架建立起来，意在笔
先，胸中留白，笔墨方能余白。从解构到重构
是延续古人之法，又会产生新的审美可能，王
铎说：“学书不参通古碑书法，终不古，为俗
笔也。”宋曹说：“必以古人为法，而后能悟生
于古法之外也。”马一浮说：“学书须是无一
笔无来历，方能入雅。”所有的有意构成都是
让可能会发生的变得合理，所谓指法如山，心
静如水，于是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
于豪放之外也。

胸中有丘壑，笔下出乾坤，动笔欲飞欲
舞，如犬、如马、如狮、如象、如龙，挥运之际，
气力不可测也！摆阵布局，似散不散，似乱不
乱，左之右之，颠之倒之，因势生形，随形造
势。宛如古典诗歌大开大合，绝尘之境，恣肆
况味，神来之笔妙不可言。创作书法亦如诗
歌，法度即是韵脚平仄，如何诗情妙境，张弛
有度，拿捏精准，出其不意荡气回肠，全凭一
己之力。文字意义本身带来的震撼一点不亚
于书法表现形式的图式震撼，如果说书法是
设计构成的存在，那么文字本身所串起的诗
歌辞章，便更值玩味。今非昔比，书法亦如诗
歌，已然小众，但书法家势必要坚持有读书读
诗的习惯呢，毕竟，对文字理解后的创作更是
饱含深情。

古人创作的过程我们已经不可能看到
了，因此书法的秘诀越发神秘，留给我们的仅
仅以书论、印刷品为线索，以此来揭开难得之
秘一窥全貌。从临摹到创作，从创作到临摹，
反反复复，穷其一生。

□龙侃

龙侃

安徽安庆人，居苏州，斋号
逸翰堂。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
联学会会员、沧浪诗社社员。

《黎简五律其一》138cm×69cm

《林散之 栖霞山纪游其一》248cm×124cm

《风云·龙凤联》138cm×24cm×2

《唐·王维 班婕妤三首·其二》49cm×109cm 《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一》138cm×69cm

《宋·苏轼 桃源忆故人·暮春》
180cm×97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