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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启动楷书之变

可以认为，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书法领域兴起的楷书之变是一个非常值得

关注的文化现象。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楷书家们热烈追求的楷书现代形式的

出现，标志着中国楷书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文化阶段。旭宇先生的今楷和今

楷理论，则以系统的、完备的、自觉的理论体系与实践形态，推动着楷书进

入现代艺术形式的历史进程。因此，旭宇先生的今楷创作和今楷理论，应该

说是当代楷书建设的一个标志性文化存在，它的出现也是中国楷书史上的一

个历史必然。当然，是社会发展需要旭宇今楷，是历史前进需要旭宇今楷，

还是旭宇今楷适应了社会进步对楷书的规定、适应了历史发展对楷书的要

求，这或许并不太重要，但我以为这里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中国楷书，

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存在形式来认识，那么这种具现着一定历史文化和民

族美感要求的形式，在当今时代，确是需要有一个能够体现文化与美感的民

族性、时代性、个别性的形式，即楷书的现代形式。至于这个形式由旭宇先

生来完成，或是由其他人来完成，那将是历史的选择。这种历史选择，会是

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而现在值得肯定的是，旭宇先生以他的今楷尝试，

包括理论和实践，启动了这个历史进程。

中国的文字——书法，自甲骨文以下，有金文、秦篆、汉隶、草书、行

书，至晋，有楷书体形成，至此，汉文字的字体已初步备齐。晋以后，汉文字

的字体造型没有质的变异，但书法的表现仍在发展。特别是楷体，以便捷的书

写手段、应有的审美意蕴承载着汉文字当有的社会应用性功能，同时也在继续

完善着文字意义上的本体字的字体造型。晋楷之后的魏碑是楷书发展的重要形

式，这种发展，既有书法方面的意义，更有字体方面的意义。晋楷之后，楷体

的字体存在何以还需要发展？我想这与汉民族丰富、博大、广阔、精美的文化

存在与精神存在有关，相对比较简单的晋楷形式（包括法度与法则）尚不足以

充分体现我们民族彼时的感受与感觉，而这种感受与感觉本质上又是一种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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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存在与诉求。对存在的本质认识需要一

种完满的存在形式来表现，这就是唐楷的出现

与形成。应该说，颜体作为唐楷的代表，比较

周至、完备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农耕社会鼎盛

时期的精神、气度、气象，那种规范、庄重、

严谨、静穆，是一种由现实存在所促成的精神

存在的物化形式。颜真卿对包括民族审美要求

在内的民族精神的理解与把握，体现在他的字

体造型和法度原则中，从而完善了楷书的存

在。此后，颜体的字体美学原则构成了汉文字

的规范原则，沉淀为汉文字作为存在的文化内

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唐楷不只是中国

书法的发展，也是中国文字造型的发展。唐楷

之后，中国的汉文字墨守成规，而书法的发展

则分离开来，文字不以字形而以字义助书法前

行。这该是题外的话了，因为中国汉文字与中

国书法的关系，唐楷的文字价值与书法价值，

都不是本书立论所在。我这里所要说明的是，

唐楷之后，中国楷书基本上失去了发展的动

力，而书法史上为人们时时诟病的明“台阁

体”、清“馆阁体”，其批评的对象即为当时

的楷书。而楷体，自唐以降，一直是中国汉文

字——书法的主体形式，承载着文字——书

法的全部功能。这个历史过程一直持续到清末

民初，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的书写工具的

出现，书法的社会功能急剧地转变，由密切结

合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需要一跃而为修身养

性、怡情冶心的纯精神存在寄托形式。在这样

的一个文化存在与精神存在、文化过程与精神

过程的历史转折中，一批学识渊博、文化素养

深厚、书学造诣精进的学者书家们，开始了对

楷书命运及走向的历史思考。旭宇先生就是率

先进行这种历史思考的倡导者和先行者。

毋庸讳言，书法社会功能的转变使中国

楷书在二十世纪遭遇了近百年的尴尬，这不是

文化的失落，而是任何一个事物——存在都

有一个从自为到自觉的存在过程，也可以说是

一个发展过程，同时还需要有主体对客体的认

识与反映过程，而认识与反映又都是要有一个

由表象而本质的渐进形式。因此，在书法社会

功能转变中，首先为人们予以更多审美注意的

是行草书的字体形式，其主要原因在于行草书

的字体造型形式与人的情感存在形式具有更多

的相近、相似特征，而楷书造型的存在形式则

明显地表现出较大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主要

是由文化精神和审美精神决定的。这是一种历

史意识，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超越这种存在。但

是，任何存在，只要是真实的、客观的，最终

是要被反映的。而中国的楷书，作为民族精

神、民族文化、民族情感历史积淀的最为厚重

的一种典型的存在形式，其稳定的、完美的结

构与特征充分概括了民族既往的思想与思维、

情感与想象的全部活力，——当然是以特定的

结构原则来体现这种活力。楷书对这种活力和

活力结构原则的体现，如果不是因为二十世纪

中国文化滋生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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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由此带来的书法社会功能的转移，那将是一种无懈可击的存在，就像清代的

“馆阁体”一样，依然会衍变出一种以自我禁锢为特色的存在样式。然而，如

同发展、变异是事物存在的普遍规律一样，楷书在新的存在状态中终将不可避

免地面临走向前进的历史选择。正是基于历史选择这样的文化意义，二十一世

纪头十年的楷书之变显然就不是书法家的个人兴趣，不是书法家的个人风格，

而是民族文化传统形式获得了新的存在的表现。正是深潜着历史的要求，当代

的楷书之变就承载着巨大的历史沉重与历史兴奋，包括文化与社会，现实感与

历史感，美感与艺术感等方面的要求。所以，当代的楷书之变，它的深层意义

应该是极有文化价值的。而未来能够为历史称作引导并实现楷书之变的人，或

许可以被称作是民族文化的巨人。在中华民族文化长河中，不只孔孟、李杜、

关曹，王颜亦可为之。当代书法，因遭际变故，故可有此机遇。至于倡导并实

践楷书之变的旭宇先生，未来的历史评价与文化评价不关本书之事，这里只是提

出，文化历史需要这样的人，实现这一变化的人当为文化巨人。至于楷书之变首

先由旭宇先生来推动，则意味着历史文化的选择永远是严格的、严谨的。旭宇

先生拥有推动楷书变化的历史文化动力。

因此，欲识旭宇今楷，欲识旭宇今楷的文化价值与书学价值，当先识旭宇其

人，先识旭宇得以一揽楷书今趣的才情神采，借此一见楷书之变的文化底蕴。

二　楷书之变与旭宇的文化积淀

旭宇，本姓许，1941年生于河北玉田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中国的文化传

统和文人集团中，多引以为自豪的，是“诗书传家”和“书香门第”，先辈

的荣光也便是后人的自喜之处。而旭宇先生，却无此条件。先生的祖上，于

明初燕王扫北时自皖迁徙而来，专以农耕为业，至先生父亲，也只在村私塾

读书百日，但颇为用心，后又每于农事之中亦留心诗书学问，乃为旧日中国

最后一代农民中的识字人。值得注意的是，像旭宇先生父亲这样的粗识几字

的纯粹农民，在昔时的国情下，虽少量，但还是可偶见。然先生父亲也有不

同于其他农民的心机宽阔、心思通达之处。旭宇先生初有记忆，父亲就向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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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与乡间琐事有别的诗书奇趣。六岁，父

亲就开始教他学写毛笔字。在上世纪四十年

代中叶的偏远农村，一个纯粹的农民如此教

子已属不易，但那时的玉田农村，共产党倡

导的新思想毕竟正在流布，而先生的父亲，

则属于那种有眼光的农民，见微而知著。历

史上，大凡有作为的人，都是从眼光开始

的。据载，南北朝时期北齐开国者高欢，一

次到都城洛阳，见有乱者白日入豪宅抢掠而

官兵弗能禁，乃知天下将乱，遂归乡卖尽家

产以招兵买马。普通的人不会如此也不能如

此，但眼光仍然可以使人预测未来，以占先

机。鲁迅先生曾说，人生识字糊涂始。旷世

文豪的叹息，不会怨向文化，而是哀向孔老

夫子的后世门人孔乙己的书奴教育罢。所

以，当有眼光的农民牵着几十年后将要成为

文化大家的儿子的手走进村里那个毛笔字写

得极好的前清秀才的家，走进村子里的小学

堂时，父亲对儿子说了些什么？这些现在只

能留在旭宇先生的记忆里，我暂且是无以得

知，但旭宇先生儿童时代在小学读书时的一

句话应该让我们有所感悟。那是因为几个同

学嬉闹追赶，把一个农民地里的庄稼踩倒

了，老师很生气地要那几个同学站出来接受

批评，而在站出来的人中就有旭宇先生。这

使老师尤为生气。后来老师知道了在玉米地

里追赶的同学中没有旭宇，就问他为什么也

要站出来接受批评，少年旭宇回答说：“那

天虽然没有我，但我没有制止，也有责任，

因为我是班长。”这是一种诚实，但只是一

种诚实吗？不。我想其中还深蕴着一种勇于

担当责任的勇力与勇气。少年旭宇的这种品

格潜质，也影响到他日后的许多活动，包括

他的今楷创作，因为那也是一种责任担纲，

不过是更大的历史责任。当然，对旭宇先生

的这种品格，我实在不想把它解作一种天生

雅量，而喜欢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认识，认

为这应该是先生的父亲送子求知求学时告诉

儿子的，认为这应该是先生父亲的行为在先

生童稚的心灵中留下的印记，当然，还应该

包含先生的某些悟性与感受在内。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人中，郭沫若是一个

天才，少年时代的一句“他年攀桂步蟾宫，

必定有我”的话，足以见出他的自信是那样

的狂放不羁。旭宇先生的素养沉淀中，也潜

藏着自信，不过是别样风格。读小学时，有

一次语文老师讲谢灵运赞曹子建才高八斗的

故事，之后向学生发“我辈作何感想”一

问，旭宇先生答道：“若果有才，何须车载

斗量，只一粒种子可也。”这也是一种自

信，特点是质朴而稳健，谦和且明智，是中

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的另一种存在形式。

事实上，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历史认识中，多

半重视以书本知识为体的文化传承形式，对

于沉淀于生活中的文化传承形式多于疏淡，

然而被疏淡了的同样是一种文化存在，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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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时候或某种历史状态下甚至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存在形式，“要知朝中

事，山中问野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即是很好的诠

释。对旭宇来说，他在童年及少年时代，相对于书本文化而言，更多感受到

的，应该是生活中的文化存在，包括内容和形式。而他少年时代独特的自信

表现，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中的典型表现。这种文

化底蕴对其后来的文化成就和文化贡献产生了一种积极作用，是自幼从书本

文化中走出来的学者所难以比拟的。

可以认为，在旭宇先生，中国文化的现实性和传统性，基本上可以构成

他的文化存在或文化世界的核心。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乃至二十世纪前半叶，

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存在基本上是向外部寻求动力，而在二十世纪后半

叶，这种存在的潮头又开始向文化的传统性回归。一个存在了数千年的文化

形式，它的存在的合理性显然是不能随意抹去的。而旭宇先生的文化构成，

就是以肯定这种合理性为本体而展开的。这得力于他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

得力于他少年时代生活与生活环境的恬淡与朴实，这足以构成他的一个稳定

的心结与情结，以至影响他的文化选择。从肯于担纲责任，到只求做一粒种

子，再到先生后来写的故乡的老牛、炊烟、井拔凉水泡西瓜，那深深的乡

思，无疑都融化为他的诗意象与书法意象的美感意蕴，也化作先生作为文化

学者与书坛大家——更确切地说是作为一个现实人的风度、风采与气韵。从

现代创作理论讲，先生的这些潜在的品格构成与人文素养，对他的楷书方向

产生了重要作用，这些审美选择与文化选择，是我在本文开头关注这些似是

题外的话的本意所在，也是我认为历史选择旭宇先生倡导今楷创作的缘由：

书法之外的深厚积淀，虽然一切都是无意的，但无意中似是精心安排，使他

变得如此的充实、坚实、有力。

应该承认，旭宇先生有很好的悟性。悟性是什么？是观察力与理解力，

是善于发现、善于区别、善于从不同角度与不同关系中来分析、比较，形成

明晰的感觉和认识，以达到存在的微妙处。这里是要排除先验论的，强调的

是勤奋、勤勉、用心体验生活，以感受、捕捉生活的多彩与美丽，感悟、

领略生活的启迪与真谛。玉田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多情的还乡河水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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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流过，麻山种玉的传说彰显着地方文化

的厚重。中学时代，旭宇先生和几个同学一

道，登上距县城十里之外的麻山，寻觅由仙

人踪迹和散落的玉珠所构成的美丽。寻找的

结果是常人意想不到的美妙，那就是想象力

的拓展与延续，后来成为先生自由飞翔的翅

膀。而玉田的风物与风土人情，还有近现代

的人文成就，一起充实着旭宇先生的感觉与

思想，构成先生日后走进文化殿堂的重要基

础，一个卓有成就的文化学者和书坛巨子就

以这样的方式走进时代的也是历史的视野。

三　楷书之变与旭宇的文化

与文学成就

旭宇先生的文化与文学成就是多方面

的，而最先展示其才华漾动和情感历练的形

式是诗创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还在玉田

师范学校读书的旭宇，就有诗作发表于《唐

山劳动报》，引起地方文化界的艳羡。自

此，吟咏便成为他抒情达志的一种很好的形

式。七十年代初，戍边北疆的旭宇写下许

多反映部队生活的军旅诗篇。1972年底，人

民文学出版社把他的这些诗作与另外几个

部队诗人的作品合集出版，取名《军垦新

曲》，印数达20万册，对当时诗坛产生了极

大影响。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醒来的歌

声》、《春鼓》、《云·篝火·故乡》、

《天风》、《旭宇短诗选》、《出土的诗

稿》、《会飞的黄鼠狼》等多部诗集，展现

了其作为中国农民的儿子，对这块土地，对

这块土地上飘荡着的云、流淌着的风，还有

化作绿色、血色、黄色的欢愉与期盼所表现

的爱抚与感动。

旭宇先生还是一个很优秀的散文家。

他的散文，其实可以称作散文诗。这些作

品，写景是写情中景，叙事是叙事中情，情

与景相当，情在景中，情与事相宜，事在情

中，于是作品温润可人，既有光泽润色的形

式美，又有中正平和的内容美，可谓是风流

蕴藉。先生有散文诗集《白阳吟草》，收有

一组写故乡记忆的作品，文中的老牛、炊

烟、小河，若一串情感意象，构成意蕴淡雅

的山乡村居图。笔墨小写实，情趣大写意，

可视为小，可思为大，于是自有其妙，是为

美文。当然，先生之作，不是林语堂式的小

品，专为有闲，而是有大气象，情中自有褒

贬，把握，选择，判断，为千秋之叹。在

《做一棵树吧》中，先生写道：

我们应该做一棵树。它，伟大，

它的灵魂，诞生在人所不知的角落里。

那里，只有泥土。

向着阳光，它长出了绿色的理想。向

上。空间，属于这小小的生命。

为了他人的生存，在角落里，默默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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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着。将绿叶的胸敞开，以自己的血液过滤害人的灰尘。

它生得平庸，然而，却死得壮烈。

在斧锯面前，它挺立到最后，并以撼山之响，伟然地倒在母亲的怀里。

死了，也要化作烈焰，照亮暗夜；也要去做梁栋，建造温暖……在身

后，留下一声声长久的赞誉。

它死了，它长生！

旭宇作文之高，在其情格高逸与品类豪迈，有一世之风。

旭宇先生同样是一个颇有眼光的编辑家。作为诗人与散文家，他不仅具

有文学眼光，而且还具有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眼光，这使其创作在文学、社会

与个人心灵的自由度上获得了一个和谐的统一。对文学形式的历史把握与对

创作者心灵吟咏的社会把握，使先生的文学眼光与文学尺度恰到好处地契入

社会与时代的触点。这种把握上的深刻与表现上的得时代风气之先在旭宇为

时不算太长的编辑生涯中表现得很是引人瞩目。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后

几年，旭宇主编文学月刊《诗神》，力主推出诗风新锐的青年诗人，后来在

中国诗坛极为活跃的舒婷、北岛等都成为该刊的重要作者。凭着一股清新诗

风，《诗神》作为一个地方性文学刊物，得与《诗刊》齐名，是为当时国人

推重的两大诗界专刊。而在主持《诗神》之前，旭宇先生曾创办并主持《民

间文学选刊》两年时间。其间，他审时度势，确定了《民间文学选刊》的文

学性与可读性、趣味性与大众性并重的办刊方向和作品标准。雅致的文化品

位与通俗的文学形式，使这一刊物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在其主持该刊期

间，发行量一度达到20万册，居当时全国畅销刊物最前列。二十一世纪初，

先生主持出版了《中国当代书学丛书》、《今楷论丛》等多部丛书，探讨中国

书法在社会功能转变后的新的存在状态下所面临的大众化和时代性等一系列重

要理论问题，一如既往地显示了其作为编辑家特有的历史眼光与时代眼光。

旭宇先生又是一位颇有品位的收藏家。收藏是旭宇先生文化存在的一

个重要方面。其收藏，每是赏在鉴中，鉴必致赏，意在喜欢，是心灵渴求与

文化张力的必然需求。他的收藏品，一是古籍图书。经、史、子、集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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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明清时期的珍稀善本，有

千余册，如元版《杜工部草堂

诗笺》、明《秋水菴花影集》

手稿本、清《庚子锁夏记》

等，都极具资料价值。是对散

落于民间的民族历史文化的搜

集与钩沉。二是古代书画。旭

宇先生的古代书画藏品，亦以

明清居多，如唐寅、弘仁等的

山水，李流芳、归昌世、金品

卿、孙蔚岑等的花鸟人物，以

及王宠、祝枝山、何绍基、孙

星衍、郁达夫等的书法。每于

研习揣摩中，感悟作品特有的

文化气息、时代特征、艺术传

承与演变、审美的主观诉求与

社会因素等。先生在《旭宇艺

术随谈》一书中，对此多有所

论。三是陶瓷文化与玉文化方

面的收藏。先生的陶瓷收藏，

有彩陶、磁州窑及明清彩瓷。

玉文化方面的器物收藏有战国

时期及史前文化时期的，也有

宋、元、明、清时期的精品。

其中战国时期的一枚玉璧，先

生与之许以物我相交，其空谷

之音，思接千载，心触万象，

神通天地，有胜夫子之“韶”◎ 清·翁同龢书法（旭宇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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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旭宇先生有文名《生命之玉》，专谈玉璧催化书法

创作心境之妙处。由此可知收藏在旭宇先生，是学识，

是修养，是致用。

旭宇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其社会活动

主要在艺术活动组织方面。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出任河

北省书协主席以来，通过谋划一系列特色鲜明的书展、讲

座、出版活动来提升河北书家的团队精神和社会服务意

识，形成一个风格各异、锐意精进的书家群体，提高了河

北书家的社会影响力。同时还深入研究书法社会功能发生

由实用而审美的转变后所面临的书法教育问题、大众化问

题、普及化问题。在旭宇先生的积极组织和引导下，河北

书法壇在上世纪末就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二十一世纪初成为当代中

国书法的一个重要展示区域。旭宇先生以卓越的社会活动才能推动了河北书

法的历史跨越，对当代河北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旭宇先生还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书论家。当代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

家协会主席张海先生在论及旭宇今楷《千字文》时曾指出：“旭宇是一位有

责任心、有使命感、有探索精神的书家，这不仅体现在其勤谨智慧，把河北

书协、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的活动搞得红红火火，也表现在其常有一些具体

的创建性学术观点和创新理念，更表现在其对自己提出的书法创新理念的身

体力行和探索实践上。”（《汇古开今的有益探索》，见《书法报》2011年

4月19日）旭宇先生于书法创新理念的实践及探索后文再论，此处仅就其关

于书法的“创建性学术观点和创新理念”而论，就可以认为其书法理论对书

法存在与发展，特别是书法现实存在与发展的概括性与学术指导性，是一个

重要的理论存在。心理学与美学是旭宇先生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其书论的重要理论基础。其开创并倡导抒情——心理情愫书学理论，揭示书

法创作、书法欣赏中的情感活动与表现、心理活动与表现，及据此而形成的

美感特征与诉求，揭示包括技法在内的形式和形式感因素与创作、欣赏中的

情感活动、心理活动、美感表现的关系，揭示包括文化因素、艺术因素在内

◎ 战国·青玉大形谷纹璧（旭宇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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