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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为新——芮新丰书法展 在常州画院美术馆展出

展览时间：2025年3月20日—3月30日
展览地点：常州画院美术馆（常州市丹青路28号）

常州画院中青年画师学术系列展
与古为新——芮新丰书法展

■前言

芮新丰

1977 年生，江苏常州人。南京艺
术学院书法专业硕士，导师徐利明教
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常州画院
专职书法家，常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社员，常州书法
院副院长，常州市首批“十大青年文化
专业人才”。

作品入展、获奖：全国第八届书法
篆刻作品展，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作
品展，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作品展，
全国首届册页书法展，全国首届行书
大展，全国第二届草书展，全国第三届
草书展，全国第二届青年书法展。

在中国书协主办的大展中获奖、
入展十余次，多次举办个人书法展。
学术论文多次发表于专业学术刊物，
硕士论文《八大山人书风形成过程及
启示》全文收录于饶宗颐主编的《八大
山人研究大系》。

常州画院建院45年来，沐浴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深耕于常州这方沃土，始终坚持“学
术为本、精品立院”的宗旨，赓续学术精神、
强化人才培养，致力于传播主流的艺术理念
和积极的学术主张，彰显出高度的艺术情怀
与艺术追求，形成了中国画“新常州画派”、
书法“中吴书风”创研齐头并进的局面。近
年来，常州画院精品生产充满生机、主题创
作佳作频出、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常州画院
中青年画师学术系列展”之“与古为新——
芮新丰书法展”也是为了更好地展现中青年
画师的审美追求和创作风貌。

芮新丰作为常州画院专职书法家，其书
法以篆隶筑基，深摹日追，汲取其古朴浑厚、
宽博开张之气象，同时，在楷书尤其晋唐小
楷上下足功夫。近年来，在主攻的行草书上
也展现出了新的意境，面对二王、孙虔礼、释
怀素、米元章等晋唐宋元帖学经典，逆流而
上至汉魏简牍，再从西晋章草顺流而下，通
过渊流上的纵横梳理，深入微观地加以个案
研习，又对黄山谷、宋仲温、祝允明、王觉斯
等宋元明清草书大家重新察研，并对于右
任、王蘧常等近代大家作临习取舍，不断融
入自己的创作中，使行草书面目有了新象。

2024 年 4 月，芮新丰的草书作品自作文
《习草札记》入展“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作
品展”，这是继2004年入展“全国第八届书法
篆刻作品展”、2011 年入展“全国第十届书法
篆刻作品展”后，他再次入展中国书协主办
的每四年一届的全国书法篆刻展。芮新丰
的创作情怀没丢失，学术追求没松懈，人文
理想没褪色。

本次“与古为新”书法展近60件作品，是
芮新丰自2017年“与古为徒”师古之作展后，
时隔8年，又一次的集中汇报。我们期待，背
靠“与古”的传统山脉，沿着“为新”的求索之
道，芮新丰能一如既往地走下去……

常州画院

做有文化思考的书家
——记芮新丰

一
我认识芮新丰时，他是从事少儿美术

教育的一名老师。在当年那个年轻美术
教师的圈子里，他的影响力不算最大，却
是思考范围最广、提出问题最尖锐，而且
始终精神饱满、激情洋溢的一个人，这给
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2001年芮新丰结识了陈海良老师，
三四年里随陈学书，激发起久已潜在心里
的对书法的热爱。他从小就受乡村秀才
的父亲影响，看父亲为乡亲们写春联颇得
村里人尊重，觉得“写毛笔字能把人生的
那种劲道表现出来”，心向往之；十五六岁
时曾在文物商店看到钱振鍠雄健的大字
和谢稚柳的草书，也在心里留下了很深印
记。此时他在小学任教，既满怀热情地探
索研究少儿美术教学，惊奇于孩子们对于
稚嫩生命的真率表达，又在自己都热爱的
油画、国画、书法几个门类间寻找可通的
桥梁，不免踌躇彷徨，而特殊的机遇，让他
先走上了书法的道路。

之后的几年间，芮新丰日益狂热地习
书，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后来他考入南京
艺术学院，随徐利明老师读研两年，成为
在关键时刻新的转机。

在导师的指导下，芮新丰从三个方面
同时着手充实自己。一是对古代经典的
全方位梳理，他说：“从篆书到唐楷，只要
是经典作品，只要你进入当时的那个文化
磁场，一定可以感受它们强烈的生命力。”
即使是他从小就讨厌的《九成宫》，居然也
为它做了为时半年的新研究，深感其中的
秩序美和建筑美，点画在微妙的腾挪中营
造了理想空间，那是不可预知的、近乎完
美的一种精神家园，因而感到受益匪浅，
二是关注古代大书家的个案研究。每一
个重要书家，他们如何进入传统，如何传
承前人，如何形成自己？他们风格语言的
形成过程，都会给后学者以莫大启示。芮
新丰硕士论文选择了研究八大山人书风
的形成过程，是一篇高质量的论文。三是
全面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芮新丰不仅
仅关注作为一名优秀书法家的标准是什
么，还给自己拉了一个负面清单，即区别
书家与非书家的一系列“负标准”，告诫自
己要努力做一名把负面清单去掉的书

家。那些标准如：作为书家，你的篆刻能
否及格？你的中国画能否提升？你的书法
创作能否进步？你对当代文化是否持续关
注？你的艺术感受力能否避免僵化？你能
否始终关注书法的本体论？你能否避免江
湖化？……芮新丰在此后的创作与研究生
涯中，一直如此以做一个够格的文化人来
要求自己。

2014年，芮新丰告别学校教学工作，
进入常州画院，成为专业书家。在常州画
院建院40年来，他是第五位专职的书法
家。芮新丰特别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这
个序列里的使命：我能否跟前辈们看齐？
能否有所贡献？后来者又会怎样评价
我？他感受到的是不断地重压，不断地挑
战，不断地寻找自我成长的长途。

2017 年，芮新丰在被评为常州市青
年文化人才后，办了名为“与古为徒”的
个人书法展，他对自己说：要重新深入传
统，越是在自己看上去创作状态好的时
候，越是要沉下心来回归传统。他做了
一件此前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居然花
了五年时间研究文字学。一般情况下，
除非主攻篆书的人会重视文字演变的源
流，其他写行草书的对文字学能有点涉
猎就不错了。但芮新丰还不是泛泛地读
读许慎《说文解字》即止，而是把每个字
都看作“心灵的图腾”，要找到文字学与
书法表现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对每一个
字的篆隶楷行草各种变化，都做了系统
整理，工程浩大。我是有一次偶然遇见，
他正在电脑上森森然作着庄严的布阵，
听他给我解说他的意图，心中颇为震
撼。即此一端，他已与今日一般所谓的
书法家拉开了距离。

芮新丰也对今日一些书家们心无感
慨、缺乏诗情的普遍情形作深层反思，并
努力在诗词文章方面补课，他认为中国
书家的心性，是应在历代诗文里面涵养
出来的。

2020年，画院所在的红梅公园少见
游人，一片空寂，居然给他提供了寻找古
代诗意的契机，在空寂的园林里读诗，体
会意境，自感前所未有地亲近和理解了
李、杜、王、孟、晏、欧、苏、辛。他把思考
和写作看作一个文化人的基本能力，也是
他此后应该大力加强的主课之一。

二
芮新丰成为专业书家，并没有志得意

满，而是开始了新一轮的自我加压，他依然
是当年那个有着广阔思考范围，能够提出
关键问题的人，只是如今思考范围更广大、
提出问题更深刻，也依然是那个激情洋溢
而且更具有了明确目标的人。他在艺术的
表象与本体、回归与叛逆、有我与无我、学
术性与大众化、违时之古与同弊之今等之
间徘徊和深思，面对不离故处的痛苦与豁
然开朗的兴奋，声名鹊起的荣耀与寂寞沉
潜的告诫，哗众取宠、混迹江湖、追求市场
价格的诱惑与诗书画印自修自渡、怀抱古
君子之风的向往，作着清醒的选择。他始
终提醒自己：学养不足，格局未开，读书尚
少，尘虑盈心，如果不再继续深入与传统对
话，这将被经典抛弃；如果泥古不化，不关
心时代的问题，作品无时代气息，则将被时
代抛弃；如果创作作品只重复旧习，做不到
境与神会，不再有新的语言，则将被创造力
抛弃。他读到“船行江心补漏迟”的诗句会
感到悚然而惊，而读到季羡林说：一个文化
人的意义在哪里呢？是文明、文化的代代
相传，芮新丰更是深深地把它记在了心里。

因为有机会与芮新丰接触渐多，就有
了更多了解他的兴趣。而促使我要来写文
记录他的最后动因，是近日读到了饶宗颐
主编的《八大山人研究大系》第八卷中一批
包括了芮新丰硕士论文在内的对八大山人
书法的研究文章。

我觉得芮新丰的论文其实超出了许多
研究者。对于“愈简愈远，愈淡愈真”，风调
秀健而有钟、王气的八大山人书法，芮新丰
简洁地概括其特征为“奇异创造，魏晋气
质，书画相兼”，很有说服力地分析其前期
取法特征为“多元化从古之路”和“个性化
拟古取向”，而分析其中期的变法的努力尤
其深细。他说到临摹与自创的关系，“临摹
是由书法作品的图式入手，逐渐向下挖掘，
而创作是基础技法向意蕴和图式进发，二
者的切入点从表面来看完全不同，可实际
上由先临摹后创作的次序来看，二者正好
完成一个由上而下，然后由下而上的循环，
即临摹是为了切入传统，而创作则是在传
统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最终建立自己的图
式。八大山人深谙此理。”已言人所未言。

如果没有书法创作丰富的从高水平运
笔实践中得来的微妙深刻的感受，是不可
能说得如此鞭辟入里、深中肯綮的，这与那
些缺少实际体会的纯“理论家”们拉开了距
离。而如果书写只是一味作肌肉训练，纸
上运动，缺少多方向的思考体味，也不可能
做到，这与那些无文化的“书家”们也拉开
距离。

我以为可以此为证，证明芮新丰的书
学研究水平已与其书法创作一样，达到了
一个令人不能小视的高度。

而由于他心中有对自己更大的期许，
所以已获的成绩只成为他更强烈的鞭策。
他还有太多的内容要学习，要提高：诗文、
中国画、许许多多方面的修养，他知道自己
不是在青果巷那样的环境里长大的，而是
在田埂上长大的。在普通的环境里成长，
却并不给崇高的理想打什么折扣。他的理
想就是：

要做一个符合文化人标准的书法家！

（作者薛金炜：常州画院特聘画师、苏
教版中小学美术教材副主编）

□薛金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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