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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艺术，经历三千多年的继承、创新的发展，反映出不同

时代的精神风貌。表现出永葆青春的强大生命力。而对浩如烟海的书法文化，群星璀璨的传统书法

艺术宝库，怎样科学的继承与创新、创新与发展流行之间的关系。这是目前书法艺术界的突出矛

盾。数千年的书法艺术的伟大生命力，其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智慧，生长于中华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中，服务于整个民族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映出各个时期的精神面貌。那么如何对待书法艺术的

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呢？大多数书法爱好者认为：传承和创新是书法艺术发展历史过程中不可分割的

链条。首先尊重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必须继承先贤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成果。只求复写传统的

“唯美主义”或脱离优秀传统的“流行主义”对发展书法艺术都是偏颇的、畸形的、不可取的。创

新是传统的发展，只有深刻认识传统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才能出现传统的结果和创新的结晶，所

以继承是首先的、必需的，创新是必然的、发展的、主要的。继承传统就在于推陈出新，创新是渐

进中有机继承和继承中的变革，如石鼓文是上承西周金文的精粹，下启秦代小篆的楷模，被后人誉

为“书法第一法则”，至今仍引人入胜，大篆小篆、隶书等都有传承和演变的轨迹，同时他又为未

来的书法艺术发展了广阔的前景，为后来的楷书、行书、草书等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可见真正意义

上的创新，是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继承和发展也是同样的道理。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书法明珠荟

萃，有仓颉秦篆，金钿落地、芝草云团的石鼓文，有骨气风韵，方圆妙绝的小篆，有承前启后美妙

简捷的中鹞楷书，以二王超越群品的行书和张芝、怀素、孙过庭腾雾飞彩的草书，还有磨砺千古的

魏碑，法度严谨，筋骨齐备，颜、柳、欧、赵美不胜举，都是历史书法艺术宝库中的群芳异彩。 

    那么我们如何去创新呢？笔者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弄清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书法存在的问题之一，是有些人借故书法之路之长，书法之

路之艰，便沉醉于传统碑帖，只具“恋古情结”，永无醒酒的时候。这种人症结有四个方面：其

一，浮于表面，难以化用。对待书法只是浅层次的，不知一切技法的磨炼，只是书法创造的基础。

只注重追求形质，媚俗时尚，不会心内理，追求神采。不管何种书体，也不论何种风格，一律写得

光光滑滑，状若算子，缺乏生气，永远追求着不能脱俗的乌黑、方正、平庸的干禄体。所以，几十

年练书，永保持着老面目，而不思改进。其二，书作乏难度，含金量低。晋尚韵、唐尚法、宋尚

意、元尚态、清尚质，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书法，应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求趣，注重表情达

意，抒写性灵，张杨个性。其三，有些同志观念滞后，理论跟不上，看不到当今人们审美取向的日

趋多元化。邓小平曾指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新的理论，那就会危及整个民族。契柯夫也说："文

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东西，除了思想还是思想。"书法亦如此，每一时期，如果没有经常刷新的理论

作指导，观念跟不上，书法创作便会枯燥乏味。其四，对基本功问题的理解存有误区：只看重字内

功，而忽视字外功；只重书法操练，忽视书法理论；或把基本功看作是个无底洞，声明永远不能脱



离传统，超越传统。当前书法存在的问题之二，是只求新异，而忽视对传统的继承。笔者以为，所

谓创新，就是在漫漫书法路上，以前人的终点为起点，向前跨了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创造了

前人所未有的东西。回顾创新者，从颜真卿到康南海，无不以继承为前提，以深厚的书法基本功为

基础。目前突出症结之一：只看到某些风格的独特性，而忽视了它寓于普遍性之中，知其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便信笔涂鸦，率尔操觚，弹琴无谱。症结之二：只作非份之想，而不去孜孜以求；只追

求外形上的视觉冲击效果，不挖掘书法深厚的文化内涵。我们既不赞成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做法，

也不赞成某些人的随心所欲，无视传统。书法艺术的发展，就是对传统的超越。因此，对传统的承

继和创新是每一位艺术家的责任。一味僵化，墨守陈规和不要传统、割断历史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目前，国家政局安定，思想开放，经济腾飞。反映在书法上也应是百花齐放，风格多样，各显神

通。艺术家应把各自的感受融进时代的脉膊里，不仅以最大的勇气继承传统，也应以最大的勇气表

现时代。 

二、 创新要防止陷入几个误区 书法创新，意味着突破陈旧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性的创作方法。但创

新不是标新立异，创新的“新”必须同“好”连着，同国人的审美观连着，同书法的发展连着，因

此，要时刻警惕陷入创新误区。误区之一：把“现代书法”、“前卫派书法”、“丑态书法”，更

甚者把“口叼毛笔”、“脚夹毛笔”、“倒写书法”等，当成追求创新的目标。我们创作书法作品

应顺乎时代的发展，无疑要进行创新，要把传统书法与当今的审美观结合起来进行创新，而不能脱

离传统去创新。  误区之二：把形式创新当成书法创新。书法创作，毫无疑问需要一定的形式，

形式可以产生书法展览效应，而单纯追求形式的创新却要不得，形式创新是对内容、形式创新的异

化，是对书法创作的脱离，看上去热闹、新奇，与众不同，其实这是在“投”书法创作之“机”，

“取”书法创作之“巧”，它同我们提倡的书法创新有一定距离，这样的创作方法，只会窒息而不

会促进书法创新。应在传统书法基础上努力创新，在创新中丰富传统，注意解决影响和制约书法创

新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创新的根本原则。  误区之三：把移花接木的临写之作当成创新。创新

不是不可以借鉴别人的成果，但一定要把握借鉴的“度”。“移”别人的思维之“花”接自己的头

脑之“木”，改别人之“头”换自己之“面”，也仍然是“原地踏步”，并没有向前发展，哪有什

么创新？ 

三、 书法如何创新 首先，书法的创新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清代何绍基说得好：“书

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书者应当自立门户、自成一家，但关键是博采众

长，师古而化，才能走出自己的路。第二、求新求变必须遵法，走正道，而不能无法，王羲之《笔

势论十二章并序》中很明确地说：“夫学书作字之体，须遵正法。”强调习书练字，要遵守正确的

法则。宋代由书法家也认为：“不合于法者亦终不可与语书也。”写字不合法度的人，没法和他讨

论书法。第三、怎样做，才能既求变创新而又不“堕恶道”、走邪路呢？应当坚持四条 1、奇而不

怪。书法追求新奇、追求变化是应当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创新、不变化，书法就呆滞，失去生

命力。但追求新奇、用笔奇特，不能怪异；可以纵横潇洒，但应收纵有度，不失真态，奇不失正。 

2、变而不撰。可以变，提倡变，但“变”应不失规矩。对于变，宋米芾提出两条原则：“变态贵

形不贵苦”，“贵形不贵作”。明倪后瞻承袭米芾的说法，把它表述为：“变态贵和不贵苦，贵异

不贵撰。”意思都在说明，字的结构变化贵在适当改变字的形态，而不是故意弄出一幅粗恶的样

子；可以适当改变形态，但不要矫揉造作；变形应自然和谐，不可故作丑怪；可以创新，但不能任

意拼凑。求变，应该学习和掌握真本事。“孙过庭说：“心不厌精，手不忘熟。”用心要精益求

精，手法要纯熟。如此，才能“潇洒流落，翰逸神飞”。如果没有深厚的功底、纯熟的技巧、高超

的笔法，只在“怪”、“撰”上动心思，怎么能超凡脱俗呢。 3、险而复正。初学字的结构安排，

要掌握法度严谨，力求均匀平正。掌握了平正之后，就要致力于追求字的险峻、峭拔。达到险峻、

峭拔之后，重又回到平正上来。而一些人不是这样，片面追求字的险绝的情势，忘了平正，结果却

适得其反，想以峻、拔取胜，因一味险绝，难免落入俗套。 4、今不同弊。这个意思也来自于孙过

庭的《书谱》。他认为，书法的学习和创作，最可宝贵的是，既能继承古人的优良传统，又不背离

时代的潮流；既追求当今的风尚，而不与时人弊病同流。他的原话是：“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

弊。”从中可以看出，孙过庭在继承与发展问题上鲜明的观点。书法应该继承传统，但不能拘泥于

古人；书法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具有时代特色，但不能沾染、更不能去迎合时人的一些不

良习气。孙氏的这一名言，对今天所有的书法爱好者都有警示性的借鉴意义。目前，有些书法家惊

叹“书法的危机，这是对书法艺术发展前景迷茫的低调，历史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律表明，书法艺术

的发展必须归宿到现代社会生产、生活中才能成长。在改革开放，世界渐兴书法热的今天，书法艺

术前景更加辉煌，继承与发展的书法艺术百花园，需要千百万书法家去努力探索、创新和栽培。 

 

 



 

  上一篇： “书法体现文化”随想 

  下一篇： 书法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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