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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書法環境，紛紛都在強調學習傳統。而大量摹仿古人的作品
在各類大展上出現。在電腦和傳媒的幫助下，摹仿古人的筆法、

結體、章法似乎不是很難的事，至少比起前人學習書法要容易多了。
難道這就是繼承傳統嗎？當然，摹仿古人也是繼承傳統，但這遠不是
傳統的全部，僅是淺層次的繼承傳統。而真正傳統的精神是在求變、
求新、求發展。我們強調要學習魏晉、學習「二王」，須知魏晉的書
法不是靜止的，而是流動的。王羲之書法的新風格是在鍾繇古樸的風
格上發展而來，王獻之又在王羲之書法外另創新貌。王羲之說：「適
我無非新。」正因為有這種求變的精神，魏晉書法風貌才光耀古今！
白砥用「弘濟」二字就創造出幾十種表現形式。這是繼承優秀傳統
的一種表現。因為造型能力是書法家必具的修養，古代書家無不如
此。王羲之的代表作《蘭亭序》中，有面貌各異的20個「之」字。米
芾曾由衷地讚歎：「『之』字最多無一似」！欣賞王羲之尺牘，其中
眾多的「羲之」「羲之報」「羲之頓首」，可謂是字字寫法不同，隨
着章法的起伏，它們往往成為一幅尺牘中最精彩的神來之筆。
米芾是魏晉書法精神的真正繼承者。關於他「集古字」的說法，常

常被人曲解，以為他書法的成功來自摹仿古帖的集合。因而當今不少
青年便用電腦集古人之字，拼湊成幅，認為得了「集古字」之法。其
實米芾不僅在年輕時下了不少苦功，而且在三十多歲時，書法便表現

出強烈風格意識，如《吳江舟中詩》《苕溪詩帖》《蜀素帖》便是明
證。王文治在《論書詩》中稱他：「一掃二王非妄語，只因釀蜜不留
花」。從花釀蜜、由蛹化蝶，這恐怕才是米芾崇尚魏晉的實質。他既
能寫出《中秋帖》《大道帖》以假亂真的王書作品，以顯示傳統功
力，又能創作出《蜀素帖》《虹縣詩》《研山銘》及眾多自具風貌的
尺牘作品，因而成為宋代尚意書風的代表人物。
白砥先生不受書法時風的影響，常常在展覽上、刊物中、微博裡曬
出他自具一格的探索作品，這類作品，既體現出多年修煉的傳統功
夫，又表現出與昔不同的現代感。其手段是傳統的、思維和形式是當
代的，這類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探索方式，所具的創造精神應遠肇魏
晉唐宋，近繼陸維釗、於右任等現代名家，因而我常以欣賞的眼光來
進行品鑒。沙孟海先生說：「書法家、篆刻家的個人風格，往往經過
長期的、反覆的探索和實踐才能逐漸形成。」所以，白砥先生這些探
索作品能夠成功與否，除了要經受當代人們的「月旦評」而外，還得
經受時間的檢驗。既然在探索，就會有成功，也可能失敗。如果沒有
探索，永遠都不會成功！

我讚佩白砥！
2017年11月23日於錦里系日齋

創造力是書家必具的修養
——從白砥「弘濟」系列作品談起

侯開嘉
白砥先生是我比較關注的一位書家，最近他從《聖教序》「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

的句中，取「弘濟」二字為題材進行創作。看了大約有近二十幅作品，每幅4尺整紙，幅幅的表現都不同。在他

筆下的「弘濟」二字，就像手中的「七巧板」，隨意擺放，奇趣橫生。在各幅作品中的筆法變化、字體造型、

章法佈局，看似不太經意，細品卻是別具匠心，表現出博大、厚重、古拙、靈動、蕭散等多種藝術境界。不由

得領略到他深厚的傳統功力和超強的創造力。其中，尤以字體結構的造型能力和篇章佈局設計使我感觸頗深。

僅僅兩個字，居然能寫出如此多的模樣來，而且又不失規矩，恐怕這就不是一般書家能辦到的了。

本名趙愛民，1965年生於浙江紹興。現為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白砥在四十多年的學書生涯中，廣采博取，幾乎學過歷代所有名碑名帖，且能融會貫通。他堅持在繼承傳統基礎上開

拓創新，尤在碑帖融合、「現代書法」領域的探索為時代關注，上世紀九十年代即為中國書壇熱點人物，《中國書法》
等大量專業媒體有幾十萬字的專題評論及介紹，被評論家們認為新時期中國書壇創新的一面旗幟、當代書法實力派代表
人物。他認為中國書法藝術美的本質在於用「反」，即將矛盾對立因素巧妙融合，對立面越反向強化，融合越顯高級，
故其主張學書不偏碑帖，碑帖融合即成互補。基於此，其作品既極富傳統意味，又不乏現代感，且能在強烈個性下拉開
作品之間的距離。自1989年始至今，舉辦個人展覽十八次，出版《白砥書法藝術》《書法空間論》《白砥臨古書法精
粹》《白砥書法探索三十年》《白砥小楷集》等十餘種，學術論文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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