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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孟婕 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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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一种具有5000多年历史

的传统“工艺品”，虽古老，却不陈旧，
象征着智慧。在所有的文字中，能够
成为艺术的只有汉字书写。一部书法
史，也是一部文明发展史。

“文字之始即书法之始。西方的
文字是字母，主要表音；中国的文字是
表意，结构以象形为主构造出文字，本
身就具有一种造型美。”在兰亭书法社
社长、著名书法家王冬龄眼中，汉字中
的“大篆”和“草书”是最具形象性的，
一笔一划诉说着线条的美感。

书法，融汉字之美，不是诗而有诗
的韵味，不是画而有画的灵动，不是舞
而有舞的火热，不是歌而有歌的悠扬
⋯⋯它既是与“汉字”合二为一的美学
表达，又是汉字艺术的升华，点与线的
巧妙组合，凸显出生命的哲学。

“中国书法，其结构若无错综俯仰，
即无姿态；其笔顺若无先后往复，即无
气势；其布局若无行列疏密，即无组织；
其运笔若无正侧险易，即无变化⋯⋯
循是以推，不一而足。西欧、埃及石刻，
固也有浑厚如古籀的，东邻日本的假
名，固也有飞动如狂草的，然只能偶尔
欣赏其一行二行，过此便觉单调乏味。
这原因便由于此。”现代高等书法教育
的先驱者陆维钊曾这样感慨。

感受书写之美，从会握笔的那一
刻开始。

回望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黄
庭坚、米芾、蔡襄等书法大家辈出的时
代，读书人必拿笔，且终生笔耕不辍。
书写的意义一点一滴地流淌在朗读、
静思、眺望的生命片段里，构成了一种
时光之美，又循序渐进地，演化为一项
世界历史最悠久、参与人数最多的文
化艺术行动。

拥有兰亭、西泠、中国美院的浙
江，是当之无愧的书法大省、强省
——20 世纪十大书家中，吴昌硕、沈
尹默、沙孟海、弘一法师、陆维钊 5位
是浙江人，黄宾虹也与浙江渊源匪
浅；而浙江“书家集群”中的诸多“高
峰”，往往也是中国美术史乃至学术
史、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
群星璀璨，各领风骚。此外，杭州是
全国书法名城中唯一的省会城市，
依靠书法社团和书法家开展书法活
动、锻造学术品牌，无疑能更好地展
现浙江文化形象，突出浙江人文精
神的内核。

从第一届兰亭书法双年展的主
题“无界”，到这一次的“有道”，省书
法家主席鲍贤伦读出了其中的学术
思考：“无界’不是漫无边际，‘有道’
也不等同于架设门槛，这两个词都具
有发散性，又彼此呼应，蕴含寻求发
展、突破的诉求，体现了一种东方情
绪。”

“书写是一项手艺活儿，必须有一
些敬畏感在里面。”王冬龄补充。本次

“有道：兰亭书法社双年展”期间，在浙
江美术馆展厅展出的 170余幅书法作
品，彰显的就是汉字的本体，及其独一
无二的“光韵”和“温度”，所谓“一字一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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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绘画，书法具有纯粹抽象的

特质，由线条构成字形，由一画生二
画、三画乃至千万画。清代书法家、金
石学家翁方纲曾感叹：“空山独立始大
悟，世间无物非草书。”世间万物均可
化为符号、化为线条、化为意象。

“学书法，说到底是研究线条的质
量和灵性，并从中领略圆满调和的

‘道’，追求技艺、思想和人生的共同完
美。”王冬龄总结，“好的线条是‘活’
的。”但究竟怎样用好手中的毛笔，以
及如何用思想和精神“激活”它，绝不
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你们看，毛笔笔头自然下垂时是
圆锥状的，因此中间的笔毫要比两边
厚一些、吃墨也多一些，写出来的笔画
呈圆润浑厚的立体感，显得很饱满，这
就叫‘中锋运笔’；而当笔头像油画笔
那样呈扁平状，笔画质感会显得扁平
薄怯，因此蔡邕要在前面冠上‘圆笔属
纸’四个字⋯⋯所以，书法跟音乐有相
通之处，对力量、节奏、韵律的把控越
精细，呈现出来的作品越有灵魂，有时
甚至会出现‘神来之笔’。”说起用笔之
道，王冬龄语速明显加快了不少。

有人说，最好的书法老师，不仅能
教中国学生，也要能教外国人。从上
个世纪 80年代开始，王冬龄就在中国
美术学院教留学生书法：“当时所有到
我国来学书法的留学生都统一到中国
美院求学，美院还会每年开一个月的
留学生书法短训班。”

1989年，王冬龄应美国加州大学
和明尼苏达大学之邀赴美讲授中国书
法。4年间，他在哈佛、伯克莱等 20多
所大学举办了各种书法讲座与展览。

“书法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汉字符号，
一直被中国的近邻日本和韩国效仿，
甚至欧洲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也是从
东方书法中借鉴而来的。”作为一名书
法文化传播的国际使者，王冬龄的自
豪令人信服。

但也忍不住好奇，不会说汉语、不
认识方块字，能学书法吗？“同样是分析
线条，我当然不会像刚才那么说。”王冬
龄笑着收起了手中的毛笔。在美国时，
他为两个系上书法课，一个是东亚系，
一个是艺术系。前者从楷书学起，而后
者离传统书法较远，索性就“艺术地
教”、“艺术地学”：“中国书法的美，不仅
仅在于它所表达的文字内涵。那些黑
白相间的线条，在流畅与顿挫的变化中
体现的韵律感，与图画一样具有视觉的
撞击力。”

或许，王冬龄后来倡导的“快乐书
写”的理念，就从这里发源：“我没有想
把西方人培养成中国式的书法家，只
要他们能从书法中汲取东方艺术的智
慧，反过来融合到西方艺术中去，则善
莫大焉。”言之凿凿，情之切切。

采访过程中，王冬龄正好收到来
自德国汉堡国际书法论坛的邀请函，
主办方盛邀他明年 1月去汉堡参加为
期一周的学术交流，并以“国际化的书
法艺术”为题做主旨演讲，为当地的书
法爱好者普及中国书法艺术知识。他
欣然应允。

正如兰亭书法社的使命一样，书法
的普及没有国界，书道的传播不分彼

此。3年来，兰亭书法社的百余位社员，
致力于把兰亭的缘、书法的魂、文化的种
子播撒到更远的地方、更广阔的未来，在
那里长出了一朵朵摇曳生姿、沁人心脾
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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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教会我们的，是一种慢

生活的智慧，除了临帖，还要停下来感
受。”

——“停下来？感受？”
为纪念1660年前王羲之挥笔而成

的《兰亭集序》，同时作为兰亭书法社
“全民书法，快乐书写”系列活动的重
头戏，去年三月初三这天，社员与30多
名小学生，在平湖秋月亲水平台，用书
法和风景对话，同写一个“美”字。以
上对话，发生在王冬龄和一位娃哈哈
小学的“小书友”之间。

接下来，书法家爷爷又给孩子们
讲起了《兰亭序》的故事，从王羲之到
21 个不同的“之”，再到“天下第一行
书”的美誉，最后一直到殉葬唐太宗。
和着春风，孩子们听得出神。

作为一位痴情于翰墨半个多世纪
的艺术家，王冬龄眼中的书法可以“无
中生有”，可以从“无界”到“有道”，既是
对艺术的修为、对美的追求，也是一种
内化的爱好、态度和习惯：“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书法拉近
了不同国家、阶层、职业、环境、文化的
距离。在笔墨方寸间挥洒激情、探求真
美、满足精神，其乐融融，不亦乐乎。”

“我或许算得上是对中国书法最
有信心的人。”王冬龄坚信书法这门艺
术有着光明的前途，书法文化不会濒
于消亡，而是方兴未艾。

这样的信心，在兰亭书法社成立3
年来的数次活动采访中，都可以找到
痕迹。比如，接过兰亭书法社社长的聘
书时，王冬龄说：“以多媒体整合传播为
手段，以新的学术机制为保障，打造一
个高品位的书法艺术传承、研究、创作、
宣传、培训基地，创建书法艺术新品牌、
新高地。今后，我和兰社的书法家们，
会为大家带去书法的快乐与美，让兰亭
之风可以持续传承。”

比如，他把自己的“大字走世界”之
旅，称为“增强汉字及中国书法国际影
响力的又一次努力”：“所丈量的，或许
就是中国书法未来世界舞台之宽。”

又比如他为记者讲过的几个故
事：20世纪50年代，当著名画家毕加索
在海边见到一位中国朋友在沙滩上写
中国字时，立刻就被那奇妙组合成汉字
的抽象线条所吸引，他激动地说：“如果
我生在中国，或许将成为一位书法家而
不是画家。”——因为他觉得书法能够
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愿；在日本，
如今书法爱好者占到了十分之一，小
学、初中都将书法课设为必修课，他们
将书法视为与茶道一样能够修身的养
生文化；在韩国，写书法同样是一件很
骄傲的事，书法被尊称为“书艺”或“书
道”⋯⋯

还有，王冬龄自己学书法的经历：
“除了科学、有效、大量的临帖之外，抓
住生活工作中偶然的练习机会也很重
要。我们每天都会与汉字相遇，为什
么不试着与它更亲近一些呢？你只需
拿起笔，接下来，就顺其自然吧。”

坐落于幽雅环境中的兰亭书法社。坐落于幽雅环境中的兰亭书法社。本版制图：罗怡

习笔之人，往往对“兰亭”有一种特殊情结。
作为历史地标的“兰亭”，曾迎来一场春天的修禊。那是1600余年前，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

和畅惠风里，41 位文人曲水流觞，并将当日的即兴抒怀收录成集。王羲之的醉意挥洒，成就了日后被称为“天下
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甚至连他自己都无法超越。

2011 年 12 月，在距“神作”诞生地——绍兴兰亭 60 公里之处的西湖之畔，作为书法社名的“兰亭”，开始用悠
长而缓慢的运笔，唤起人们心中柔软的书写记忆。那是一种虔诚的姿态，挖掘了字里行间的乐趣，拉近大众与书
法的距离。

从此，墨香飘逸四海。点捺之间、黑白之界，或厚重质朴，或飞扬婉转，眉眼却总是相似，与兰亭“那日”的文
雅士气浑然一体。

适逢“有道：兰亭书法社（2014）双年展”，本报人文世界推出“书·卷·气”特刊。看一份沉淀千年的美，怎样融
入后来者的生命，又将情结凝结为一种集体的情怀。“书怀兰亭”，让兰亭不先于书怀而存在，也让书之情怀无法
离开兰亭而孑立。

连结过去与未来的“兰亭”，既是书法创作的高地，也是以书会友的平台。谁说书写进行时就没有惊喜？你
看那四季绽放的兰花，自有它的起伏和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