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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书家王友谊先生是当代篆书的代表人物。他淡定、

执著，不逐时风，穷根溯源，其篆书沿古意而创新，笔法瘦颖，

墨法皴秀，尤其以"锥画沙”式的枯笔作篆，气势磅礴，意态自

如，无所顾忌的穿插与任笔为形的粗细交叠，折射了王友谊

先生篆书创作的恢宏格局。

2007 年，王友谊先生在病魔缠身的非常境遇中，殚精竭

虑，潜心治学，梳理连文字学家都感到头疼的大篆文字，严格

区分大小篆之差别，以期开辟新的书法创作道路。他历时三

年，创作完成了六万多字的《四书》大篆写本。中国书协主席

张海，首师大博士生导师欧阳中石等三十多位代表当代书坛

的名家纷纷挥毫泼墨，为其作序、写跋、题签。王友谊《四书》

大篆写本也是书法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四书》写本。

王友谊先生的书法创作扎根传统，下笔有由，依据字理

对字形加以变化，坚持笔墨技巧与字理内涵的艺术统一。其

篆书创作严守结字规范；有如一位三代秦汉年间的写手，举

凡甲骨、周金、石鼓、秦篆、汉篆、汉金、清篆，在其腕底信手拈

来，古奥雅正气象纯出天然。著名书法家张继评价说：“其书

不仅重法，更重意、重神，点线间绝不见僵化与暮气，无不于

轻重缓急、浓淡、藏露之中传达性情，于有限之间蕴藏着无

限，结字亦溯本求源，由古出新，其朴其拙，于疏密、倚正、大

小之间自然流露，和而不同，奇而不怪，更见法度与意趣之统

一，传统于现代之和谐；共性与个性之融通。此均为其从磨

练、深悟中来，非易得也”。

刘熙载云：“书之要，统于‘骨气’二字，骨气而曰洞达者，

中透为洞，边透为达。洞达则字之疏密肥瘦皆善，否则皆

病。”王友谊先生作书，是善于解读古人用笔之意的。他在刚

健上下功夫而使其具有艺术张力和底气。真正的书法家首

先要有对传统书法与文字的深刻理解于把握。王友谊先生

认为：“书法的底气应该从文字中来，文字是书法赖以生存的

文化土壤，是书法展示美感的直接平台。书法家对字源及字

体演变规律了解得越透彻，越准确，在进行书法创作时，就越

自由，越主动；如果不明字的形义来源，那就无法对一字多形

及篆字的细微差异等现象做出准确的观察和理性的把握，形

散神离，古人原生态字形中所蕴涵的质朴自然、醇厚醉人的

气息就无法呈现出来”。

任何艺术要想臻于理想的境界，不仅要靠技术、技巧，更

要体现境界。书法应是在功夫、技巧与境界的完善结合中才

能达到欲求的高度。书法贵在有书卷之气，这是作者天赋、

修养、品格、气质的综合反映，其所产生的静气于含蓄，是无

法复制与超越的内在之气，而不是外在简单的视觉张力。书

法风格是集大成的产物，是有源有流自成一家而又为后世继

承的经典。

王友谊先生一向视书法为生命，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

之根本。他的这份执著和追求为其作品注入了一种沉静之

气，同时也是其性格在作品中的反映与其性灵在作品中的再

现。接触过王友谊先生的人都有一种感觉，他天资聪颖而不

事张扬；情感似海而心境平和；志向高远而步履踏实；成就卓

然而低调随和。读过他那质朴、真诚，发自肺腑的自序文《唱

响心中那首歌》之后，笔者终于找到了答案，正是因其内心世

界的丰饶与博学，方使得他的书法作品总是那么冲和宽博，

丰润质实，古朴茂美，浑穆遒稳和肃括宏深。静心品读，则能

体味到其作底内蕴沉静，如同一座青山，一缕清风，一泓清

泉，让人清爽无比，回味无穷，思索无尽；让你会随着他的笔

墨运行进入到他的心灵深处，看见他那美妙异常的心底与博

大沉静的内心世界。一位书家能从作品中开辟出一条让读

者抵达其心灵深处的艺术之路，是何等不易!可是，王友谊先

生做到了。他用沉静的风格，凸现书法作品的艺术之美、心

灵之美、性情之美。

王友谊先生“精于篆书，诸体皆善”(张海语)。其隶书淳

古率真；楷书体态庄重，结构谨严；行书飘洒灵动，秀雅冲

和。所有这些，无不得益于其对书法创作的把握与理解有着

较高层次的认识。他注重作品内涵及章法，线条的遒劲和变

化，并致力于探索与自己心灵律动相锲合的，属于自己的独

特 的 艺 术 语 言 。 即 使 是 作 为 日 课 之 作，也 与 常 人 迥 然 不

同。他在临帖时往往不是按部就班，而是意在临其“神”，

“质”澄内涵，创作是常被他移位或重组，成为自己心灵的映

照及审美情趣的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瘦硬的体势，

拙涩的点画，奇逸恣肆的布局，还是圆润的线条，又无一不

统一在淳厚典雅的韵律之中，这和谐统一中呈现出强大的

外在张力，体现出一种现代的意境。毋庸置疑，这种意境则

是他站在书法本体的最前沿，具有超前意识的产物。王友

谊先生追求的是写“心”，是属于类似于那种“道”的深层次

的自然反映。正如《大学》中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有

先后，则近道矣。”王友谊先生正是将这

种思想贯穿于自己的书法艺术实践中。

他跳出了书法的“老套路”，以“平常心是

道”，“清静为本”的道学思想作为自己创

作的旨归，所以其作品才会有魏晋问人

萧散淡远的意境。

王友谊先生近期的作品呈示出崇个

性、重抒情、尚写心的书风基调，其用笔

疾缓相间，生涩古拙，或逆入平出，或轻

起重收，不拘方圆，不计曲直，虽恣肆而

谨严；点画沉着痛快，意态高华，瘦劲凝

练的点线不仅使字形显得骨力洞达，更

产生厚道生辣的韵致；字之结体古拙中

不失大度风神，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之

貌；章法布局则完全打破“整齐如算子”

的千人一面格局，注重对整体气韵的把

握及在平正中给人以无尽的遐思。对于

一个聪明的创作者而言，为让作品更经

得起时间的考验，则必须予以其独特的

审美空间，以便让人慢慢解读和玩味。

我们在王友谊先生古意毕臻、天骨俊朗

的作品中，看到了一个超越普通规律的

创作境界，他在吸取传统的精邃时，又摆

脱了传统模式化的束缚，演绎出一种自

由伸张的状态，并力求使之更为鲜活、灵

动、深远。王友谊先生以他独特的审美

情趣，平和的心境展示给大家一种率意

旷达而又不是刻意徇古的艺术新感知。

此外，王友谊先生的近期作品更充

分地体现了他的精神世界和艺术追求。

书法创作是表现书家精神世界的艺术活

动，包含着深层次的人文内涵，有着超越

性意义。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仁，游于艺。”。以“游”贯穿于艺，得到的

是一种愉快的内心体验。正是因为如

此，王友谊先生在灯光阑珊处默默耕耘，

从经典传统文化中得到了高雅、斯文、超

越、飘逸的文人气，有在观照、研究当代

书法艺术中明确了雅与俗、利与弊、优与

劣、古与今的关系，确立了自己的探求方

向，使自己的内心充满着张力。清刘熙

载 说：“ 笔 情 墨 性，皆 以 其 人 之 性 情 为

本。”因此说，王友谊先生的书法是传统

文化学养、现代审美理念和个人气质性

情的流露，其书与其人一样，聪慧而富书

卷气；其书与其文一样，流畅而富含哲

理，读之让人赞叹，让人联想，让人回味。

■ 辛 民

古奥雅正 风骨内含
——王友谊书法艺术小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