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题

编辑：栾鹤 电话：95013812345-1016 mybjzz@163.com 制版：王抒

2012年5月10日 星期四

中国贸易报 CHINA TRADE NEWS

16

老友颜长奇的书法近年来奇迹般地长

进，理论功底和笔法变化几近炉火纯青。究

问其故，原来是得到了他的师父陈初生教授

的指点。4 月 20 日，我们连夜来到了古老又

新奇的羊城广州。陈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

们采访一行。

暨南大学，三余斋。

没有屏风，书斋被桌柜分割得曲曲折

折，有种历史的邃远与纵深。墙上的古隶书

法格外引人注目，仿佛是在诠释远古的生

命。橱柜里的青铜器与古陶瓷，折射着幽静

而耀眼的光芒。

茶香弥漫。

幽幽的，淡淡的，好象不能单传之于嗅

觉，而要靠全身心去感受。这茶香悠悠地弥

漫过来，又翩翩地荡漾开去。

畅饮，畅谈。

我觉得，这茶香就像是一幅古画，在沧

桑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徐徐展开；也像是

一卷书简在一页页断断续续地倾诉；更像是

那支古老的梅山歌谣被醉醺醺的纤夫唱得

东倒西歪天旋地转。

难道是砖茶？陈教授得意地告诉我们，

这正是湖南安化 20 年前的砖茶。无需细究，

我只是顺着这茶香听下去，看下去，想下去。

我在长沙、安化和涟源都不曾喝过这种茶，陈

教授在书斋里用砂罐煮的茶另具幽味。

陈教授说，他是涟源伏口人，我顿起乡

情。伏口距我老家仅 20 里，那里曾留下我

青春的足迹，放飞过许多青春的梦想。

眼前这位慈颜和蔼的陈初生教授使我

一 见 如 故 。 他 于 1946 年 生 于 湖 南 涟 源 伏

口，1969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78 年

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古文字学研究专业，师

从容庚、商承祚教授，获文学硕士学位。1981

年，他进入暨南大学任教，历任暨南大学中文

系古汉语教研室主任、暨南大学语文中心主

任和暨南大学艺术中心主任。1986 年，他被

破格升为副教授，1991 年被评为教授，成为

书法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文字学会理事、中

国古文字学会会员、中国训诂学会会员、中国

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

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广州诗社社

员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传承与创新并举 事业与生命共存

陈初生教授是著名的学者，他在文字

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和书法学等方面

都有专深的造诣，成果颇丰。例如，《论上古

汉语动词多对象语的表示法》，从甲骨文中

发现一种后来消亡了的独特的三宾语句式，

为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这一

发现被学术界广为接受；《古文字形体的动

态分析》，对发展变化中的古文字形体而言，

作者主张把每个古文字形体置于一个大系

统中，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每种结构，进

行了很有说服力的理论阐述；《古文字校勘

刍议》，陈教授主张建立古文字校勘学，扩展

了传统古文字学的领域等。

陈教授与人合著（陈教授撰写 30 余万

字）的《商周古文字读本》以其严谨科学的体

系、独到的学术精神颇受学术界关注，也被

多家高校作为教材而长用不衰。而由陕西

人民出版社和台湾复文书局相继出版的《金

文常用字典》，则是他的扛鼎之作。该书开

创了金文字典编纂的新体例，形、音、义相结

合，取舍严谨，查检方便，被学术界誉为“至

今为止仍是一部适用的古文字字典”。此书

一经问世，便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

学家奖、中国新闻出版署首届辞书奖。更为

难得的是，全书 65 万字，全部是陈教授手写

而成，单那工整之极的蝇头小楷，就不能不

叫人惊叹。

一位学者，一位古文字学家，似乎难免

几分迂腐，以至跟现时书法格格不入。但正

因为他有学者独有的眼界与学力，他在书学

方面的道路选择必然与众不同。他既不会

食古不化，做前人的翻版抑或是文物的复

原，更不会紧跟时风炒作概念。而是以独到

的眼光将书法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地联

系起来。于是，他以历史的责任感毅然地选

择了甲骨文、金文和秦隶。

在我看来，先生的书法选择主要有三个

特点。一是“高”，那就是立足点高、眼界高、

格调自然也高；二是“古”，其文字造型都是

比较远古的，其存在是原始生成状态的，它

经过时间的陶冶后已没有了常见的火气和

强烈的功利性；三是“雅”，退笔成山未足珍，

读书万卷始通神。陈先生有几十年功夫的

锤炼，又有满腹诗书浸润，他笔下那种常人

难以企及的浓郁书卷气便如白云出岫般自

然而鲜亮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陈教授的古文字书法

既不会老雕虫式寻章摘句，也不是封建文人

那游戏式的把玩，更不是钻进牛角尖自封自

诩，而是把一个个古老的汉字看作是如青铜

器、兵马俑般的先民生命的演绎与破译。这

使人们能藉重构文字艺术世界以深入远古

的灵魂，也能再次解构汉字诡谲多变的造型

而为文字的创新提供具有实际价值的信息。

磅礴开阔的气势 运用自如的笔法

陈初生先生自幼酷爱书法艺术，在湖南

涟源读中学时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初露才

华。入武汉大学以后，得到了著名学者、书

法家刘颐教授的指授，主攻篆隶，隶书习汉

《史晨碑》、《曹全碑》、《华山碑》，篆习秦《峄

山刻石》、《三体石经》等。尝以小篆写《毛泽

东诗词》，得到刘颐教授的批改，获益良深。

攻读古文字学以后，在容庚、商承祚教授的

指导下，遍临甲骨文、两周金文及战国秦汉

简牍帛书，书艺大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

风。金文古雅、醇厚，富有金石韵味；秦隶若

篆若隶，雅健中赋以灵动，既复原古法又不囿

于古法，在现代隶书领域中别开生面；行书学

二王、颜真卿、赵孟 、王铎，形成了清新脱

俗、从容闲雅的书风。陈初生于 1985 年 9 月

以金文对联入选郑州国际书法展览，自此步

入书坛。他多次参加全国性、国际性的书法

展览，作品被多处碑林刻石，被多家博物馆珍

藏。广东英德市风景名胜“通天岩”擘窠大字

摩崖，字径 4 米，即为陈先生的秦隶题书。其

《金文八条屏正气歌》获广东省鲁迅文艺奖书

法奖。陈初生于 1988 年被授予广东省优秀

中青年文艺家称号，2000 年被中国书法家协

会授予德艺双馨会员称号。

由陈初生的书学道路与书学成就推演

分析，便不难发现他的书法具有以下几个

特点：

第一，复古出新。陈教授的甲骨文、金

文、篆隶为人所称道。他尤擅秦隶，展现书

家个性。秦隶这种具有原始生命意味的古

隶，蕴涵着深刻的审美价值，具有持久的生

命力。而陈初生笔下的秦隶有对前人书法

的复古，更多的是他独具特色的创造。怀湛

先生在论及陈教授的秦隶时做了较好的分

析：强调谨随篆意，在快节奏与连笔意识下，

字形结构更趋简洁。圆势变成方势，且空间

意识多变，由均匀切割走向不平均切割。以

石鼓入书，蚕头雁尾时断时续，在线条摆布

与表现方面注意提按顿挫的变化，更富于节

奏感。纵势开阔，正大方圆，初显波挑、掠

笔。竖画或呈悬针形，或呈垂露，在灵动多

姿中，明显朝有波磔趋势的八分规范过渡。

陈初生的秦隶的最大特色是纵向取势，去方

折取圆斜，改扁平为长方，不同于常见的横

势隶体。皆因隶由篆变，在打散固定模式方

面有着层层递进的持续发展，反映了古隶的

不稳定性。陈初生在解构、重塑及再现古隶

的复原性工作中，以学者的缜密严谨，围绕

古隶求变的精神内核。一反传统书家和论

者象征、即兴、跳跃式的类比思维模式，代之

以非写实艺术的抽象、符号化、可验证的逻

辑思维，使复原性能有法可依，因度而适，用

理性思维的精密和深度，守护着学术研究的

严肃性。

第二，体势奇逸。陈初生精研体势，增

损古法，尚势变隶，取韵成书。他的秦隶比

大篆自由洒脱，比汉隶又多几分古拙奇宕。

他讲究空间分割及字的造型，使其体势开张

大气。他以金文笔意写简牍，纵势上耸，增

字之长，动静相生，中敛外舒，出乎意料而又

在意料之中，观赏者无不称妙。

第三，笔法独特。陈初生用笔颇得篆籀

气。他虽依古法却不受拘束，借复古以趋

新。观陈初生作书，法度雍容，气满在握。

用笔悬肘、回腕、虚掌、控指、运气等无所不

使，行 笔 快 慢 疾 迟 有 度，韵 律 节 奏 张 驰 有

序。有时指转作毫锋绞笔，有时把笔使转直

折而下，线条呈现外方内圆的形态。隶变未

定，篆法犹存。陈初生又以金文石鼓的篆意

入隶，在圆笔的基础上，藏锋为主，侧锋偶

露，将金文石鼓圆浑饱满的线条，向纵势峭

行，令其直线飘忽灵动，斜线涩劲力行，弯线

稳重端庄。翰不虚动，下必有由。陈初生几

十年的书学历程都谨守着这些古训。陈教

授的认真是出了名的，这与他几十年传道授

业分不开。不敢说他的书作全是精品，但可

以说，他绝没有粗制滥造、随意应付的低劣

之作。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艺术教育方面的

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1992 年，陈初生教授参与创建了暨南大

学中国文化艺术中心，是全国综合性高校开

展艺术教育的先行者之一。其后，他又建立

了书法硕士研究生点，培养了多批书法专业

人才，为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打下了基础。陈

初生教授出版书法著作数部：《唐诗五体钢

笔字帖》（合著）、《唐人绝句六体硬笔字帖》

（合著）、《陈初生书法选》、《陈初生书法集》、

《陈初生自书三余斋诗词联语》等。

腹有诗书气自华 人间遍种文明花

陈初生可以说是饱学之士，他的学问做

得好，博古通今，书法学与文字学的造诣更

为人称道。做为艺术教授，他不仅仅把容

庚、商承祚先生的优秀学术品质与研究方法

继承了下来，将衣钵传给那些心爱的弟子，

还以他特有的诗人气质与襟怀去感染学生。

他的课堂，既有夫子因材施教的循循善

诱，又有哲人妙理宏论的通达思辨，更有智趣

与禅心，妙语联珠，启人心智，发人深思。

五七光阴隙里过，征途迤俪感蹉跎。

栖坛振铎甘燃烛，缀典为文效伐柯。

直项每思除恶竹，平心唯论护嘉禾。

书生依旧嶙峋骨，铁砚勤磨发浩歌。

陈教授这首《五七抒怀》正是他振铎羊

城几十年的心路历程，也是他勤磨铁砚、发

古出新的真实写照。

在给书法研究生上课的时候，创新的话

题引起了师生的极大兴趣。学生列举了时

下种种新招是如何的做古做秀东拼西凑，又

是如何的瓦缶雷鸣喋喋不休。陈教授笑了

笑，念了一首他的旧作：“时人竞说创新声，

一蹴狂涂博令名。试睹龙茅长叶劲，根深原

不类飘萍。”这绝妙的回答，引得教室里响起

热烈的掌声。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陈

教授借用诗的形式在课堂、在研讨会、在交

游等种种场合都恰到好处。世事洞明皆学

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不正是这样吗？谈书

法，表达的是自己的真知灼见——“务艺原

无坐得功，概由规矩究穷通。谁云叱咤摘星

手，只在从容一弄中。”会朋友，他谦虚自诫

绝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句句出自肺腑令人

敬佩——“商甲周金秦汉简，唐碑晋贴认纯

真 。 身 价 半 介 书 奴 耳，一 路 风 尘 望 斫 轮”

（《新会行》之一）。游山川，他逍遥自在而又

豪情天纵。回故乡，他更是魂牵梦萦诗兴盎

然——“涟源吾故土，时惹梦魂牵。伏口双

流澈，桥头一塔尖。乌金夸矿富，幽壑助山

妍。不负诗乡誉，华章耀锦签”。游览名胜

古迹，发怀古之幽思，写胸中之逸气。

陈初生教授性格爽朗，做人磊落。他和

记者谈及家乡娄底的巨变时赞美不已。但

是他略有伤感地说，娄底对文化还是缺乏理

性的尊重。他说，对人才是否尊重这个问

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娄底的书

法艺术在全国是拔尖的，如鄢福初副市长、

魏华政老书记等的书法艺术都造诣颇深。

为什么新市政府大门前的孙水河公园题词，

是用钢笔写后放大雕刻的呢？这让充满文

化品位的公园顿时逊色。为此，他很痛苦。

他说，如果有一天，不管写得好还是不好，只

要是用毛笔写好后，原汁原味地刻上去，他

的心情就爽朗了。

陈 教 授 的 诗 词 楹 联 创 作 成 果 是 丰 硕

的。在这里，我们只是粗粗地了解他的诗艺

而已。他创作的勤勉与高格同样是值得我

们敬佩与学习的。他曾经将战国中山王铜

器铭文集成对联 100 多副。我想，这不单是

勤勉，也不单是学问与才气就能做得到的。

陈教授带我们观赏了他的藏宝，告诉我

们，他 50 岁以后，略有积蓄便从事古物收

藏。他经常徜徉古玩市场，淘物怡情。外出

开会旅游，每到一地必去古玩街市。他的收

藏，不拘一类，随缘而动，或陶瓷，或玉器，或

铜器字画，或木器砚石杂件。所交学费固然

不菲，而真善美者亦多有所获，为存古物于

国门之内尽了绵薄之力。

这就是陈初生，教授、学者、书法家、诗

人。我们不必为他定位，但我们见到了一位

真真切切的师长。

我 懂 得 好 友 颜 长 奇 书 法 进 步 的 缘 由

了！祝福师徒二人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

繁荣更展宏图、更立新功！

腹有诗书气自华 桃李成蹊自芬芳
——访著名学者、书法家陈初生

■ 本报记者 喻海清

陈初生教授陈初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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