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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项田清风”看钱玉清：

项田清风——钱玉清书法艺术展

展览时间：2025年4月26日—5月18日
展览地点：南通美术馆（南通市崇川区湖东路66号）

书坛逸者，墨韵天成

钱玉清名字的玉清二字看上去、听上
去都很舒服。江西有座可以抗衡黄山风
光的名山三清山，玉清为三清境之首：道
教将最高仙境分为玉清、上清、太清三境，
玉清为元始天尊的居所，象征宇宙本
原。伟人毛泽东有句“玉宇澄清万里
埃”，正可以借来形容书法的境界。

4月26日，惠风和畅，来自苏州的钱
玉清以自己的出生地命名的“项田清风”
大型书法个展在网红打卡点南通美术馆
精彩亮相，给南通书法界带来一股清新
的味道，如同春夏之交的蓬勃绿色，沁人
心脾。展览不设开幕式，也没有过多请
领导，书法圈外地的也就请了上海书协
主席丁申阳、《书法》杂志原执行主编胡
传海、中国国家画院创作研究员王厚祥、
江苏省书法家协会驻会副秘书长纪松、
上海书协楷书委员会委员李妙华、书法
报社微信平台负责人何东寥寥数位同
道，其他的就多是南通、苏州两地的道
友，如丘石、王柯、靳慧慧、戴志松、吴旭
春、周时君、施娟、黄辉、张凯、王蓝青，以
及原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浦正东
等。低调的展览揭幕却丝毫不影响“项
田清风”的高端品质，钱玉清过硬的书法
创作能力、书法理论素养，再加上可贵的
天赋使得他的书法涉笔成趣、风神流动，
傲然挺立书法第一方阵。

“项田清风——钱玉清书法艺术展”
的亮点，是给同名作品集写前言的胡传
海主持的小型学术研讨会，先引用他评
价钱玉清的一段文字：“钱玉清的作品，
有一种雅逸的情怀，哪怕是写汉隶和碑
版作品，骨子里流淌的依然是吴门书派
血脉里的典雅娟秀和气息醇正。展卷之
际有一股淡雅的书卷气，作品给人以儒
雅风流、从容不迫的感觉。特别是他的
正楷、小行书和大草作品尤其具有一种
干净清雅的韵味，这也是一种与生俱来

的气质。”公安出身的钱玉清“在宣纸上
破案”的书法案例代表了书坛的一种创
作现象，即诸体皆善，一体多面，胆魄与
技巧相映照，若子弹出膛。既保留“二
王”宋元明清书风的飘逸韵致，又糅合秦
汉篆隶的古朴雄浑，不以一家一面为能
事，风格跨度宽，博采众长，堂庑庞大。
面对批评之声，钱玉清都清风微笑地一
以贯之，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亦一笑，也
许等哪一天自己迫切想脱胎换骨的时
候，目前还沉浸在古法中的他会择路而
出，看看黄宾虹变法之前的书画轨迹就
知道了，如果非要以固化定型的风格面
目去呵责，似乎不一定正确也有点冤枉。

可以说钱玉清对书法行草书的衍变

脉络是十分熟稔的，他丰富面貌的书写，
大小随心，纵横驰骋，展现了强大的书写
综合能力。除了不齐之齐的章法布置，
他对墨色的充分认识和精当运用，增加
了作品的感染力，只有到了现场才能发
现这种恰到好处的墨韵之美以及这种墨
韵对书法之美起到的锦上添花的神奇效
果。显然，对墨色的重视是今日书坛“展
览体”绝大多数作者根本难以望其项背
的。何况，擅长草书的钱玉清的荡漾笔
触一派自然“冲击”气象，不单纯又不做
作，天人合一，融通四海，谓之“草书道
士”当非戏谑。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研
究员、《美术报》原首席记者）

钱玉清

1968 年生于苏州唯亭，苏州
市政协委员，中国书协草书委员
会委员，全国公安书协副主席，苏
州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青海
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南通大学艺
术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福建理工大学书法研究所研
究员，中国人民大学 15 届刘洪彪
草书高研班班长，江苏公安书协
副主席，苏州工业园区文联副主
席，苏州工业园区书协主席，苏州
公安美术书法协会会长，中国书
法传媒集团书法导师，《书法报》
特约点评嘉宾、视频课导师，墨池
视频课导师。

2023 年 1 月创立“钱玉清书法
艺术专项基金”（归属苏州工业园
区慈善总会）。基金专门用于奖
励在书法上有突出成绩的骨干人
才；承办促进区域书法事业发展
的相关展览、项目；以及对生活困
难的艺术家和院校师生的资助。

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展
览，并曾在瑞典、法国、马来西亚、
乌克兰、日本成功举办个人书法
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国家会
议中心、中国文字博物馆、国家博
物馆、国家图书馆、中央电视台、
江苏省美术馆、江苏省现代美术
馆、苏州市人民政府，以及瑞典斯
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乌克兰
舍甫琴科国家博物馆等国内外重
要机构、场馆收藏。

被评为：“2012 年兰亭诸子”
获奖书家（全国 10 位）；《书法报》
2013—2015 年度佳作奖第一名；
全国首届十大美术新青年（书法 1
人）；“兰亭百家”最佳人气奖（全
国10位）；苏州金鸡湖“双百”领军
人才。

旷达排奡 别开生面
——谈钱玉清的书法作品（节选）

钱玉清是一位很善于将自己的书法艺
术语言加以符号化的书法家。我将这种能
力归纳为逻辑的提炼过程。

他的每件作品就是一个探索的维度，
隶书与篆书语言的融合，草书圆形线条语
言的强化，以及长线条的娴熟运用，乱石铺
街的章法和大片留白章法的对比，可以说
他把自己的探索视角延伸到各种书体以及
不同艺术趣味的方方面面。这极大程度地
提醒着我们书法史上的资源，当然这也大
大激发了他的才情，其实他有着自己极为
敏锐的艺术感觉，这是一位创造欲极强的
书法家，如果他能聚焦于某一点的探索，会
有更为惊人的表现。

当今帖学书法由于展览化的原因，大
尺幅的运用是很难再把古典的那种静谧雅
致的意趣再现出来。为了使大幅作品具有

一定的看点，钱玉清采用了中线位移摆动，
墨色中涨墨、浓墨、枯墨交叉使用，并使用
长线拽拉增强连带性，另外在字的大小搭
配上，上下承接是空隙大小远近，乃至一气
呵成的书写，都具有他独特的探索性。在
栖白《八月十五夜玩月》中短短七行书写，
显得跌宕起伏，变幻莫测，可以感觉到他的
那种二王小行草的写法以及掺杂了日本人
三笔三迹的连线方式，给观者带来了耳目
一新的感觉，那种细部的精致带来的是百
看不厌的艺术构成感。与魏晋古人相较多
了份刻意而已，这当然与胸襟、气度、文化、
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至少钱玉清是
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代表性书法家，他的
书法作品的魅力在于精劲谨严，经得起看、
经得起品，更经得起评是他成功的标志。

同时他创设的艺术的范式，强调一个

对比性，这次他用北碑笔法来书写对联，可
见他的理念已经在向碑帖融合方向转换
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步入中年的钱玉
清正在经历一场蜕变，这个蜕变就是从早
年的秀美、尚韵、飘逸、洒脱走向了雄浑、尚
力、厚重、古拙，我想随着他逐渐变老，他的
作品也将会出现一种新的样式，目前的阶
段，他的这些作品只是在逐渐地转型过程
当中。

钱玉清的探索分别指向了三个维度，
古厚的汉隶和篆书、秀逸的小行草、狂放
不羁的大草。也代表着他作品的内在逻
辑关系：汉隶和古篆用来强化线条质感，
小行草用来锤炼笔头细腻功夫，草书用来
检验各种艺术要素互相融合冲撞后的效
果。我以为钱玉清的着眼点在用笔点画
上强调细腻刻画，在运笔速度上不是采用
飞快的笔速，而是可控的从容的力度；在
线条的运用上，基本采用中锋，不喜欢或
粗或细的大起大落；在字的结构上，他对
每个字的结构造型拿捏得极为讲究，而且
他将怀素小草中那种内敛而不张扬的美
学意趣融合在他的每一件作品之中。他
还善于将笔势与墨韵巧妙糅合，各种不同
趣味的字被统一在一件作品中而不显得
突兀。他的那种连写、距离、速度等，也有
着顺其自然的畅达。他的书写速度变化
带来的是画面变化的梦幻色彩。特别是
大幅的狂草作品尤其具有这种视觉上极
强的冲击力。把各种元素的对立性有效
地统一在一个画面中，他的行草作品中滚
滚而来的那种气势恢弘而不失自然书写
的美感，使小王一笔书的外拓之法在当代
书法中得到演绎和发挥。

（作者系上海《书法》杂志原执行主编，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五、六、七届学术委
员会委员）

□胡传海

评“项田清风——钱玉清书法艺术展”
□蔡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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