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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超逸：王克诗词的方向和境界

商  震    

读惯了新诗，再翻开王克的诗词，宛如返回前朝，徜徉在烟花三月的翠竹之

中，身边是青花瓷琉璃瓦，还有丝竹做就的乐器正婀娜出弦歌妙曲。的确，阅读

王克的这些诗词确实给人一种玲珑剔透、清爽宜人的感觉，这些精致纯美的绝句

和词令，就像淘洗过的珍珠玛瑙，又被修剪成一串串项链和饰品，让人陶醉、

让人流连。譬如他的《菩萨蛮·春曲》：“春宵几度回别梦，故园夜语浓辞令。

烛影演诗文，晓曦鸣鼓钟。  墨香生百韵，歌落飞长亭。一曲共乾坤，天空五彩

中。”小词简洁生动，又情真意切。其中，“墨香生百韵，歌落飞长亭”可称之

为一绝对，上下句中“生”和“飞”用得奇妙，化静为动，犹如寂静的池塘突然

一凌燕掠过，恰似电光一闪，让观者骤然提神间，境界全出。

传统诗词视境界为最高品格，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就说：“词以境界为

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王氏又把境界分为两类，即“造境”和“写境”，

前者是理想，后者是现实。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写作。或者

说，造境是主观为主，写境是客观为主。再引申就是说，前者是缘情生景，后

者是触景生情。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克的诗词触景生情更多一些。他不直接创造

与自己情绪对应的景物，而是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景致就产生与之呼应的情与

志，或者是大自然中的情景勾起了他心中潜伏的与之对应的情感。所以他的情感

不是浅而易露，而是融合在自然的一草一花、一词一字之中。再以写春天的三

首《菩萨蛮》中《春音》为例：“轻风剪剪经纬线，一抹柔意烟柳岸。万物复苏

时，月弯春梦圆。  此生多歌赋，千载繁花恋。逝水流年兮，天暖心畅然。”通

篇写景，不提主观一字，但是反复吟诵，却感受到诗人的情感像春气一样流动在

全诗中，那种对春的喜悦和畅想，还有对生命的热爱和感叹随万物一起复苏和生

长。这正好对应上了王国维关于“无我之境”的阐述：“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

为我，何者为物。”物我两忘，情景交融，这是诗词最美妙之处。

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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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的诗词虽然大多缘于触景生情，但大体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所遇景

与事点燃的写作灵感，另一类则是朋友间交往产生的感怀。后一类中“我”似

乎更显露一些，但这类作品读起来又觉得亲切真挚。譬如《浪淘沙·橘子洲

畅怀》：“望橘子洲头，一览江流。匆匆岁月水悠悠。弹指挥间多少事，百渡

飞舟。  霜降染枫红，爱晚亭楼。人生如梦重残秋。岳麓书声千古事，华发何

愁？”一种阅历人生之后的了然与感慨，其中有对人与物、生与死、世事与人

生、有限与无限的无奈和无畏以及怅惘与超然等诸多情感蕴含其中，增加了这首

小词的厚度和深度。所以，诗词中有我、无我不是优劣之标准，重要的是透过这

些文字让我们看到更辽阔、更真实的情感和人生。这就是王国维说的境界无大

小，“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王克这些诗词就是他对生活真

的体验、真的感悟、真的表达。

这让我看到了两个王克，一个是严谨的有责任担当的，一个是追求宁静自由

和超然。前一个自己是儒者，更像生活中的王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个好

人好家长好的领导者。后一个则是诗歌中的自己，这是心灵中的王克，这个王克

是属于艺术的精神的王克。后一个王克通过写作让自己超越滚滚红尘，让精神进

入到绝对的、宁静的、自由的清澈又澄明的境界中。这是一种看透人生之后的彻

悟和朗阔，也是一个作为纯粹人的一种思考和向往。像他这本诗集的题目就寄托

了他真实的心愿：静者超然。做一个真正心静而超然物外的人。静与超然是一个

整体，唯有静才能超拔，也只有超越了一切物欲才能真正进入到静者的境界。正

如他与振平先生吐露的心声：“尽染层林霜露重，天行又报秋声。时光流逝去匆

匆。风飞云暗渡，树动叶凝情。  苦短人生如梦境，悟出春夏秋冬。茫茫世路即为

空。莫言枫爱晚，且道心禅宁。”（《临江仙·秋声》）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

个是“空”，一个是“禅”，前者是回首来路的体会和觉悟，后者是往前探望的

期待和方向。这也是作为一个静者能够超然的原因和动力。那么，如何才能做个

真正的静者，要超然、要“禅”到哪里去呢？

我想起古代禅宗关于人生三境界的说法，即“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

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就是说，人生初始，单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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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一切听之任之，见之信之。后来发觉眼见未实，开始怀疑，同时也开始修

为，一边否定自己一边想超越自己。阅历人生和世事之后，方晓得超越就是回

归，终点就是起点，所以还是返璞归真，重回人之初。然而人回来了，但心态不

一样了，精神上也更加真实和自由。那么以此作为参照，就是说王克的超然就是

回归，回到人之初，回到人没被污染没被异化的时期。具体说，就是让自己的心

灵和品格多保留些人性之美，多一些至真至纯之美的童年品质。正是因为想到了

这一点，我仔细翻看了王克这些诗词的写作日期，发现他的写作越往后越朴素自

然，到了2012年后半段的作品，几乎顺手拈来，随性而发。而减少了雕琢和推敲

的诗词意境却更加凸显和浓郁。这是不是预示着王克在经历了人生的真真假假、

繁繁华华之后，终于认识到只有洗去铅华，真实自由、简单朴素才是人生和艺术

的最高境界？！

于是我想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一些品格来总结王克的写作，那就是

他的诗词正在从典雅和绮丽走向自然与超逸，前者不用多解，自然中有两句“如

逢花开，如瞻岁新”，是说写作不必强求，让作品自然如花儿开放，就好像四季

岁月更新一样。而超逸中的“少有道契，终与俗违”是提醒我们，当作者有了道

的素养，写起诗来才能超脱世俗。王克心中已有“禅”境，相信他的写作会越来

越静而超然。

  

  （作者系著名诗人、编辑。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现在诗刊杂志社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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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毫泼墨品余秋

刘金凯

初夏时节，王克先生《静者超然》诗词书法集即将付梓，邀我作序，深感忐忑。

王克出生于书香世家，家庭的熏陶、祖辈的文化遗传基因成就了他舞文弄墨

的一生。早年做矿工的经历，练就了他坚忍不拔、刚毅不屈的性格；多年政坛的

跋涉，又形成了他心胸宽阔、把握全局、重信尚义的良好风尚；对诗词、书法等

文学艺术的偏好，更增添了其文人雅士之风范。

王克尤喜诗词和书法的研究与创作，并将其作为修炼心境、提升文化素养的最

好方法。近年来，他的诗词创作颇丰，同时，书法创作也渐入佳境。综观当今书

坛，诗词、书法二者兼修并有成就者，实属不多见，王克就是有建树者之一。

书法创作是一种充满个性色彩的创造性劳动。作者除了必须具备作为书者所

需的全部技艺外，还应具有相当的文学修养和文学创作能力。王克长期浸淫于诗

词创作，其作品源于生活，充满了对自然美好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眷恋与热爱。诗

书合璧，把艺术创作和丰富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拓展了诗词书法的文化空

间，让人感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学习中国书法史，我们会发现两条明显的发展路径。一条是书法家个人性情

表达的文人化道路。如“书圣”王羲之，他精研体势，意象化的表现形式为历

代书家所推崇。这条道路的趋向是陶冶个人情操，抒发个人情怀，提高自我修

养。另一条道路是在不断提高书法艺术修养的同时，满怀热情地关注社会和拥抱

时代。书法家的成长总是离不开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环境，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从古到今流传下来的书法艺术经典皆是如此，无不有其特定的社会生活背景，同

时也是作者情感和思想的深刻反映。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

稿》、苏东坡的《寒食帖》等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写成的，是作者真情实感

的流露。王克融合两条路径的优势，着力去表现身边的情和景，以诚实认真的态

度创造出自己的诗词书法作品展示给社会，体现了艺术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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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为心画，诗达心声。诗词书法作品是作者的德行、品性、品藻的反映，其

中蕴含了强烈的思想情感、精神气质和审美意识。王克将这种表达心灵情感的诗

词书法作品展现给读者，特别是传统书法史上的山水情怀在他的诗词书法作品中

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传递出浓厚的人文情感和文人气息。“我笔书我诗，我诗

写我心”是王克先生对诗书达意的直观表述。在诗词书法作品中，看似一山一

水、一城一景，但体现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和情怀。他在《浪淘

沙·秋初游张北坝上草原》中写道：

秋起好风光，

地满金黄。

林疏草密泛花香。

沿坝遥观薄雾处，

村舍红房。

又如在《夏夜荷香》中写道：

夜色洒荷塘，

水漪动月光。

天行移榭影，

心醉满池香。

这些诗词书法作品在创作前，作者已经有了对大自然美好风光的沉醉与迷

恋，创作中更能勾起处身于大自然中心胸激荡的情感，形成天、地、人合一的艺

术效果，让人耳目一新。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体会到，艺术家只有贴近生活，融

入社会，根植于自己辛勤耕耘的土壤中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王克认识到：当代

书法创作者不可只埋头笔墨，弃文化修养于不顾，识浅、见狭、学不足为书家之

碍，将自己的诗词创作为书法作品，可以使书法家在丰富作品内涵和完善艺术意

境方面发挥能动性。这种新的追求所形成的“不稳定创作状态”很可能为书法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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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带来创作灵感和生机，促进创作向更高层次拓展。

王克是学者型的诗人和书法家。工作多年，岗位几经转换，唯一不变的是他

一直保持着勤奋学习的好习惯。他研习书法很得体，目标明确，针对性较强，做

到了在博览群书的同时，缺什么补什么，抓主要矛盾，老老实实，一点一滴地

学，直到弄通为止。在研究书法艺术方面，不为近利折服，不为物欲干扰，耐得

住寂寞，静得下心来。正因为如此，王克研习书法，除研究技法之外，更注重思

维灵感和一般想象空间构建的思考，在书卷学习、情感积累和生活经验之上，达

到“态随意变，意以融成”的最佳状态。所以，书法创作之艺术构思也是一种渗

透创作者主体意识的积极的思维活动，必以书者的全部学养为基础。王克将文学

创作和书法创作研究结合起来并坚持下去，像古人那样“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

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这对于认识和把握书法艺术创作规律是十分必

要的。

王克书法作品以隶书、行书、行草书创作居多。其隶书在练习古人碑帖的基

础上，表现出大朴大美、大巧若拙之状态。行书、行草书作品则融入隶书笔意，

形成碑帖结合的形体。他于隶书练习用功最勤，《张迁碑》《乙瑛碑》《曹全

碑》等古代隶书经典都有所涉及。所以，王克在隶书创作时表现出运笔沉着，时

有轻微的顿挫，笔画极为结实、稳定，波磔大为弱化，并不十分在意蚕头燕尾的

古训，强调了点、横、画的分量，大量的由点画组成的线段及其组合，拙重而有

微妙的变化。王克对线质给予特别的投入，线条流畅与滞重兼得，予人中规中矩

之意态。

我佩服王克的勇气，更佩服他无师自通。他在技法的锤炼上，仅凭自己的颖

悟、磨炼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同时，他勇于创新探索，写了大量的破体书法，其

中注入了更多的主观情绪和想象，并且将文人的感悟融入其中，更增添了作品的

成熟、厚重和意趣。

王克成就书法艺术的原因有三。其一，王克祖籍河间，历史上出过很多侠义

之士，如孤身入敌营盗御马的窦尔敦。这种重情尚义的文化基因对他影响极大，

在他的作品中就有所反映。他对书法艺术的感悟不仅仅是点画使转的挥运之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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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他于书中把握住了一个“意”字，以情贯穿，此以喜彼以忧，可谓：

“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其二，他长期处于领导岗

位，练就了对全局和局部的掌控能力。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无论是尺丈大作，还

是小小扇面，从字形结构到章法布局都把握到位，他将多年的社会实践经验运用

到书法创作中，表现了书法的“溢出效应”。其三，他以良好的心态投入书法创

作中。近些年来，甘于寂寞致力于学问者日渐稀少，更多的人狂热地角逐名利场

而争雄斗狠，王克却“心且安宁如止水”地沉静下来，以平静的心态去面对工

作、生活和人生，从心态的修炼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做到：唯求清净，

不慕虚名，怡然自乐。这种由轰轰烈烈的事业追求到平静如水的艺术磨炼，本

身就是思想的升华。古人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

之。”王克长期心理素质的修炼与提升为书法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十分注重

书法作品的书写技法和抒怀达意的融合，其字形虽个个独立不做连绵状，但整体

上显得通篇协调，虚静简练，拙而不狂，巧而不媚，甚得天趣，反映了书家真实

而自然的创作心态。

就书法传承与创作而言，国人注重艺术伦理，强调人伦教化，作品推及作者

的德行人品，故传统书论载有“字如其人”、“人品即书品”、“学书先立品”

等之说。王克深谙做人与学艺的关系，在艺术的继承与创新中，始终丰富着自己

的艺术学论与文化修养。他不沽名钓誉，不铤而走险，不盲目追求作品所谓的冲

击力。为了能保持自由创作心态，他潜心研习，落纸云烟的背后是许多酷暑严寒

的刻苦磨炼，这种磨炼是刻骨铭心的，更是脱胎换骨的。好在王克正在步入“衣

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人生第二境界，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他

会迎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人生境界。我们

静心等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癸巳夏完稿于端午节

（作者系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河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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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为心声，

字抒胸臆。

内在之蕴深，

外在之形美。

妙哉！

我笔书我诗，

我诗写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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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淘 沙

琴韵茶香

琴曲动七弦，

古韵绵绵。

清音袅袅乐府弹。

天籁之声旋律绕，

夜语轻含。

脉脉伴香茗，

一品山川。

玉壶芽绿泻孤烟。

心且安宁如止水，

静者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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