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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报》等一些专业媒体在采访我的

时候，曾提出如何评价我在河南的工作。我

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和我的同事

们一起探索出了一种工作模式，即一个书法

水平相对滞后，经济又不发达的省份如何在

较短的时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带出了

一支队伍。在这支队伍中，各个年龄段都有

一批骨干，骨干的背后又有大量的后备军和

爱好者，从而使河南省书法事业能长久地保

持着活力。30 年来，这支队伍稳步壮大，为

当代书坛所关注。其中 40 岁左右的书家正

是伴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书法复兴成长起

来的一代人。如今这批人已经成为河南书

坛的中坚力量。张建才便是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一位。

建才这代人，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

当他们进入学习年龄时，正赶上文革的特殊

时期，因而没有得到系统的教育。他们能够

走上书法艺术之路，大抵靠的是与生俱来的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坚持不懈的自学精神。

改革开放给他们提供了阳光雨露，及时滋润

他们干渴的心灵。使他们得以茁壮成长。凭

着对书法艺术的一腔热情和敏锐的艺术感悟

力，他们全身心地投身到书法复兴的大潮中

去，并很快取得不俗的成就。多年来，他们一

方面潜心经典，在艺术上打牢根基，一方面认

真向老一辈艺术家学习做人从艺的优秀品

质，从而逐步成为当今书坛的骨干。

建才的个人经历相当简单。他原在基

层文化馆工作，1997 年调入省书画院成为一

名专业书画家。在这个位置上，虽无下岗之

忧，然而身上的压力是很大的。建才深知在

专业上，不论是创作还是学术，都要不断取

得新的突破，才能和自己头上的光环相匹

配。因此多年来他丝毫不敢懈怠，汲古临

池，不 舍 昼 夜，下 了 一 番 墨 池 笔 冢 的 笨 功

夫。同时，建才善于学习，他能抓住一切机

会与同道切磋琢磨，向师长请益释惑，因此

他在书法艺术上能不断进步。多年来，他的

作品不断在全国重要的展览中入选获奖，在

艺术上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个性风貌，逐渐

为书界所认可。

在重大展览中入选获奖，固然是衡量一

个书家水平和成就的标志之一，但不应是终

极目标。对于一个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在

深入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最终找到属

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

格。不言而喻，这种艺术语言和个性风格既

要得到业内的普遍认同，又须经得起时间的

检验。建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没

有陶醉于入选获奖的成就之中，而是不断地

警醒自己，沉下来认真思考一些问题，不断

寻求新的突破。在奋斗的过程中，建才有过

困惑和迷茫，但他能在不断地克服困惑和迷

茫中一次次地把自己的书法艺术推上一个

新的高度。经过多年的磨砺，建才的艺术风

格渐趋成熟，找到了既符合传统精神又契合

自己个性的艺术语言。在众多当代书家的

作品中，我们能一眼认出哪是建才的作品，

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对于建才的艺术成就，评论界给予了较

高的评价。如西中文先生认为他具有“能守

能变”的特点，“守有根基，变有方略，守不泥

古，变不失我。”李松先生在“根 洞地方可

柯干 云”中讲：“建才生长在中原这片书法

沃土之中，其书风有着中原的原始‘基因’，

奔放的情愫与焕彩的笔墨交织交融。他的

行草书攫张瑞图之倔强，掇朱熹之情采，演

王铎之酣畅，隐‘二王’之洒脱，又挟以章草

之厚磔，再获以流荡，遂形成了现在的风格

路数。这些从他所创作的条屏和手卷可觅，

从其局部笔墨可察。”朱以撒先生在《兰亭诸

子批评榜之张建才》中谈到：“张建才的草书

极尽可能萦带、勾连，由上带下，有疏有密，

使字与字之间的联系，通过游丝而紧密无

间。在连绵的同时，我们看到了字与字之间

的密不容针，步步紧逼，头连尾，尾衔头，不

可抽刀断流。与此同时，张建才又把行距放

宽了。在字距紧密的同时，宽松的行距有如

通衢大道，豁然开朗，形成鲜明对比。这样

的章法前人也运用过，无疑是书写横幅的良

方，它调节了观者的视线和情绪。”“其次是

用笔上的调整。许多相对应的笔画显示着

差异，时而重按，时而轻提，时而直线长拉，

时而曲线蜿蜒，交织在一起。这种相反相成

的变化助益了每一个字的形态，在牵扯萦绕

的用笔中，是一以贯之的气韵使每一个字既

自立，又承先启后。用笔上的连贯在与张建

才手法的熟练，不是频频蘸墨，而是蘸一字

解决数字，使人看到了不停歇的运动状态。

在不停歇中争取变化，赋予每一个字不同之

意态。行草书以崔嵬之相展示出来，却又有

不少细腻情节，张建才行草书有了自己的特

点。”“张建才也想把隶书写得韵味多元一

些，因 此 隶 书 中 的 楷 法、行 书 法 也 进 入 其

中。形式使书写速度加快了，一些笔画的末

端扬起，明显地追求活泼。”黄玉海先生在

《墨韵盈纸任自然》中说：“他的书法骨力洞

息，率真健豪，体法百变，穷美尽妙，读来粲

然盈楮，使人如临画境，如闻清音，于轻重交

替、起伏跌宕中充分达到感官与视觉的享

受。其作品广涉多体，运笔不拘泥于形态，

更重其神韵的汲取，来追求一种灵奇朴素的

美感。”“他巧妙地运用笔墨线条疾涩、润燥、

扁圆、质感、力度等各方面的差异，表现书法

艺术的千势百体、变化莫测，进而传达出微

妙的内心感受。其运笔力感凸现，线条劲健

而又生动，虽细如丝发而亦圆润，点、划、线

间充满着活力和节奏，大有凝神结思，蓄情

而发，一泻而出的感觉。从章法上，他很注

重通篇结构，引领管带，首尾相应，一气呵

成，以巧妙的布白使作品产生出游龙出水，

云烟飘动的效果。他十分注重墨韵的美感，

常借用笔的变化，以墨寄托情怀，笔中有墨，

墨中有笔，力求达到神采与筋骨的巧妙组

合。从其部分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每

蘸墨一次，必书至笔枯为止，墨痕丝丝可辨，

墨色由浓渐淡、从润至枯，起迄分明，变化自

然，显示出一种周而复始、断而还续、起伏交

替的墨色韵律。他把炽烈真实的感情渗透

到了自己创作的艺术形象之中，随着感情

的起伏波动，或紧密，或疏松，墨笔间跌宕

起 伏 的 动 感 ，使 欣 赏 者 产 生 强 烈 的 感 染

力。”“读张建才作品有一种莫名的冲动，他

的字里行间不但是技法的表达，更重要地

他在传达着一个信息，那就是一个‘情’字，

他对书法所用之情，是一种真切的投入，一

种 由 衷 的 追 求。‘ 书，如 也 。 如 其 学，如 其

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应该说，

读 懂 了 张 建 才 的 作 品 也 就 读 懂 了 他 的 人

品。”我认为以上这些评价是中肯的。他们

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概话了建才书法艺

术的特点，把他们的观点综合起来，大体上

就是建才书法的整体印象。“守”和“变”两

个字说起来简单，其实是一个长期而复杂

的过程，既需要超卓的识见，也需要异乎寻

常的韧劲和毅力。在选准了方向之后，尤

其需要坚持不懈的专注和执着。当年一位

青年向大师请教成功的秘诀，大师并不答

言，只是拿着聚焦镜，在阳光下对着一片纸

久久不动，直到把纸引燃。大师说：秘诀就

在此。建才的成功，也是他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再次证明了大师所说的真理。以我

的 观 察，建 才 对 于 艺 术 的 持 久 不 懈 专 注。

这正是他成功的秘诀。

从个性面貌初具到真正形成自己的独

特风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包括对风

格之树的精心浇灌和仔细修剪，也包括对创

新方向的不断校正，更包括基本素养的积累

以及人格与艺品多方面的修炼。这其间任

何一个方面做得是否到位，都有可能成为大

家和平庸的分水岭。创造经典，成为大家，

无疑是每个有志书家毕生追求的目标，而要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和滴水穿

石的艰苦努力。这不仅是对建才他们年轻

人的要求，即使像我们这些年近古稀的老人

也概莫能外。

建才的这本作品集，是他在艺术的道路

上艰苦攀登的一个缩影。看了这本集子，不

觉生出许多感慨，写下来与同道们共勉。刘

禹锡《同乐天登栖灵寺塔》诗云：“步步相携

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干，忽然笑语半天上，

无限游人举眼看。”让我们“步步相携”，互相

勉励，一道向书法艺术的高峰攀登！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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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海

张建才，号风薮主人。1962 年 11 月生于河南信阳。现

为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汉俳学会理

事，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草书委员会主任，河南省书

画院专业书法家。

书法作品参展于全国第五、六、七、八、十届书法篆刻

展，全国第五、六、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全国第一届行

草书大展，全国第二届正书展，全国第二、五届楹联书法

展，全国首届、三届扇面书法展，全国首届隶书展，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展，中国书协成立三十周年会员优

秀 作 品 展，首 届 中 国 书 法 兰 亭 奖，全 国 千 人 千 作 书 法 大

展，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河南省第三届“墨海弄潮”

展，“世纪之声”河南省艺术大展等。获全国第一届行草

书展妙品奖，全国首届行书大展提名奖，全国第二届电视

书法大赛二等奖，第四届中原书法大赛一等奖，河南省千

秋 伟 业 书 画 大 展 一 等 奖 等 。 出 版 有《张 建 才 书 法 作 品

集》、《张建才书法》等。

曾获河南省青年人才“骏马奖”；河南省首届“五四”文

艺作品银奖；河南省人民政府优秀文艺作品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