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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业建 , 又名孟建。1993 年进修于河南大学中文系书法专业，同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现为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安徽省书法家协会理事、篆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合肥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肥东县书法家协会主席。

书法作品多次入展中国文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展”“中青展”“国际书法大展”“当

代名家系统工程——全国五百家书法精品展”以及正书展、隶书展、篆书展、行草展等一系列重

要展览；获安徽省文联、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的“新世纪首届安徽书法大展”金奖，中国文联、

文化部、人民画报社举办的“世界华人艺术展”金奖。作品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国家体育馆、中国

文字博物馆等单位。被中国书法家协会授予“中国书法进万家活动先进个人”称号，被共青团安

徽省委授予“安徽省十佳青年书法家”称号。曾随安徽省书法代表团、合肥市文化代表团出访日本、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并举办展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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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张业建先生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小伙子。一转眼，

二十多年过去了，张业建先生已

成了五十挂零的人了。他的作品

时常见诸各种展览和报刊，可

以说是常见常新。不断在变化，

不断在出新。而这一次我集中看

了他的八十多幅作品，真草篆隶

各种书体，中堂、对联、条屏、

小品各种样式，应当说，很有分

量，很有张力。读后让人振奋，

引人思索，令人回味。

张业建先生的书法是传统

的。他书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

秉承古法，师法传统。他九十年

代初就读于河南大学书法专业，

师从张海先生和王荣生先生等，

从甲骨、金文、石鼓、魏碑、

汉隶、二王一路走来，于传统碑

帖用功颇深。学成归来，仍以篆

隶为宗，兼及行草，心无旁骛，

专心古典。他九十年代及新世纪

之初的入展获奖作品多以篆隶为

主，没有轻易改弦更张，始终沿

着中国书法主脉前行，这自然使

得他的书法多了许多古意。这种

古意不仅表现在他的字的结构

序一
集古终能自成家

—— 读张业建先生书法作品

吴　雪

上，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的用笔和

内涵上。实际上，只有掌握了古

法，古意才能从字里行间中散发

出来。可以说，这是业建先生近

三十年书法苦心钻研得来。这也

是今后他书法发展的重要基础所

在。

张业建先生的书法又是现

代的。现代不是流行，现代只是

说他的书法有时代感，有现代

意识。业建书法的现代感首先

体现在作品的形式上。他的作品

形式感较强，对观众有强烈的冲

击力。比如，榜书《书道》《无

欲则刚》，写得大气而有韵致；

八条屏《心经》写得酣畅淋漓，

令人心悦诚服。业建先生书法的

现代感还体现在他的内容上。他

书写的很多内容比较时尚，比

如，自作诗《咏张旭怀素》，六

尺横披王国维《人间词话》，写

得洒脱旷达；自作诗《赞广州亚

运会》写得跌宕起伏，刚柔相

济，充满时代气息和青春活力。

业建先生书法的现代感，还表现

在他的书法审美上。有什么样的

审美，才可能有什么样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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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自己认识到了那种审美，也

才有可能把它表现出来。业建先

生很善于借鉴全国书展中好的范

例，用以丰富自己的创作形式和

创作手法。比如，李白诗《怨

情》，章法处理得别具一格，刘

长卿《浮石濑》的章法将书与画

融为一体，相映成趣。从上述三

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业建先生

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当然，

我们更希望他能在书法创作上长

期保持这种激情和活力。

张业建先生的书法更是文

化的。书法的根本在文化。业建

不仅用功于书法，还精心于诗文

歌赋。他坚信“功夫在书外”，

所以，他经常自己作诗撰联，

每每书写起来自己的诗联就会怡

然自得、独具风味。其实，文化

之于书法就像书之表里。如果书

家缺少文化，书写什么就成了问

题。即使抄写别人的诗文，只有

理解之后方可达其文理。否则，

可能会南辕北辙，书不达意。古

人曾云，闲居足以养志，至乐莫

如读书。业建先生是个闲不住的

人，但他对读书可是不让自己一

日“闲”过。从业建先生的很

多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他阅读

之广泛，古今中外，政治历史，

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他都一一

涉猎。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还

可以发现业建先生对修身齐家的

认真，对家国情怀的执著。我以

为，这应当是一个书家的必备条

件。尤其在信息爆炸的当下，保

持一份宁静，保持一个梦想，应

当成为当代书家的追求。

“天姿凌铄未须夸，集古终

能自成家。”用王文治的论书诗

来评价张业建先生的书法艺术是

比较恰当的。业建先生走的是一

条师古、集古，入古出新之路。

也正是在这条集古之路上，业建

先生走出了自己的面貌，走出了

自己的风格。而今，业建先生已

天命之年，这本作品集既是对自

己学书三十年的小结，也是对今

后书法道路的展望。集古成家的

典范古今有之，米南宫、邓石

如、吴昌硕……业建先生走上了

集古出新之路，我们衷心期待他

能在书法道路上走得更远，走得

更加自信，也更有个性。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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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应

河南大学之聘，在河南大学中文

系开设书法专业（这是河南省第

一个高等书法教育专业班），并

由我出任书法教研组组长，负责

该专业的书法教务工作。这个班

共有18位学生，业建是其中的一

员。他给我的印象是聪慧好学，

敏于思考，颇具艺术才情。记得

他在校期间便加入了中国书法家

协会，成为了一名年轻的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业建毕业之后，

又回到了他的家乡工作。虽然我

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我一直关

注着他的成长。

无论是原先从事教育工作，

还是后来在宣传部门工作，及至

现在从事的司法行政工作。业建

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在生活当中

勤勤恳恳。他在孩子面前是个好

父亲，在妻子面前是个好丈夫。

虽然他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工作

上，但他并没有放弃对书法艺术

的追求。步入不惑之年的业建，

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书法也更

趋成熟。

前几天，业建给我打电话

说他要办书法展并出版一本作品

序二
求真　求善　求美

王荣生

集，传给我一些他的新作照片。

这些近作，书体全面，真、草、

隶、篆、行五体皆善，彰显出业

建的学养丰富、视野广博、技法

纯熟。作为他的老师，我由衷地

向他祝贺。

业建的草书，用笔飞动连

绵，圆润劲健，恣肆而不粗野，

率真而不失法度，给人以气盛势

足之感；结体以横风斜雨的形

态，倾侧欹斜，勾连揖让，构成

了沉着痛快的格调；用墨枯润杂

糅，轻重相间，疾涩相生。作品

既富有荡涤人心之势，又充满生

机勃勃之感。

业建的篆书，从《散氏盘》

《毛公鼎》《大盂鼎》《石鼓

文》《泰山刻石》及邓石如、吴

昌硕、黄士陵的篆书中汲取营

养，用笔凝练端庄，圆笔、方笔

并用，行笔饱满挺劲，转锋、搭

锋顺势自然而生，不作掩饰，给

人以灵动之感。

当然，业建的楷书、隶书、

行书也各有千秋。作为展览，书

体丰富，形式多样，可以带给观

众不同的审美体验。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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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

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

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

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

的美、心灵的美。”在此，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艺术的最高境界

是让人动心。也就是说，作品要

能够打动读者和观众，从而产生

共鸣。我们知道，艺术作为人的

创造，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必

然体现人作为创造主体的烙印，

体现人的能动性。艺术美作为人

的创造，实际上是由作品的情、

意、象所蕴涵和传达的真、善、

美而显示自身的价值。托尔斯泰

在《艺术论》中认为，艺术的本

质在于通过形象“把自己的情感

体验传达给别人” 。普列汉诺夫

说：“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

也表现人们的思想。”

作为书法艺术来讲，我们

不仅要掌握其技法，使作品具有

形式美，而且还要有创作者的思

想和情感构成的美的内容。换言

之，我们要将自己的思想、情感

融入作品当中。业建的作品，目

前已臻佳境，可以看出，他为此

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希望业建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是我对他

更高的期望。

       2015年1月16日于三石斋

（ 作 者 系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理事、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

《书法导报》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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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书道

创作年代：2014 年

作品尺寸：109cm×78cm

1

张
业
建
书
法
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张
业
建
书
法
集



作品名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创作年代：2014 年

作品尺寸：174cm×47cm×8

释　　文：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
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
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
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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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自作诗《学书感怀六首》

创作年代：2014 年

作品尺寸：174cm×47cm×4

释　　文：

书道崎岖苦索求，磨穿铁砚伴春秋。
谁言笔墨雕虫技，一序兰亭万古流。
平生无意为书匠，墨海弄潮兴味长。
明月清风皆供我，追名逐利任人忙。
结缘翰墨岁时深，夏热冬寒惜寸阴。
握管挥毫常无我，钟王笑指一痴人。
你方展罢他登场，盛世层层组赛忙。
应晓艺途无捷径，如山笔冢出华章。
墨海寻踪苦悟成，春花绚烂笔摇生。
得心应手方为妙，供养烟云自在人。
蛙鼓虫吟梦不成，名牌法帖伴孤灯。
圣贤自古多磨砺，万种风情笔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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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杜甫《秋兴八首》

创作年代：2014 年

作品尺寸：189cm×48cm×4

释　　文：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
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迟。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
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
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
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墙起白鸥。
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
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
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美陂。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
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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