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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钟俊杰

金秋时节，溢彩流光。品味文化合肥，又添新的篇章。

举办“墨润江淮——赖少其、石克士、司徒越、葛介屏艺术文献展”，出版四老文献作品集，这无疑是安徽书法界和合肥

文化界的一件大事盛事，也是合肥文化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赖少其、石克士、司徒越、葛介屏四老或生长于合肥，或长期工作、生活在合肥，均为安徽书坛卓有建树的代表性人物。

他们在长期纷杂的历史背景中，始终保持着艺术家的可贵品格，不随波逐流，不媚俗趋势，献身艺术，勤奋耕耘。他们的作品

就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举办今次展览，

出版四老文献作品集，目的有三：其一，领略江淮书风薪火相传的清晰轨迹，认知江淮书风“守正出新”理念的历史传承，挖

掘整理“江淮书风”的现代成就，以优秀的传统文化、鲜明的地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使具有悠久历史的书

法艺术在当代多元文化氛围中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绽放新的光彩，展现新的辉煌。其二，从安徽现代书法人物个案和小群体

入手，通过展示四老鲜为人知的的艺术文献、研读四老独具特色的艺术作品、剖析四老自强不息的艺术人生，彰显老一代书法

家可贵的艺术探索、艺术成就和精神风范，激励广大中青年艺术家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学习老一代书法家保持高贵

品格，不为蜗角虚名所累，不被经济大潮所扰，不因时代转型所惑，坚守艺术理想，献身艺术创作，朝着“出名家、出精品”

的目标奋进。其三，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热切关注时代发展，热情讴歌人民实践，热忱回应人

民期待，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以精品创作的累累硕果，把人的情趣提高、素质化高、境界养高，

凝聚起打造“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建设“美好安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文化支撑。

谨为序。

2014 年 10 月   合肥

(作者系中共合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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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书法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安徽书坛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尤其是以清代中叶邓石如的

出现为显著标志，皖派书法延续两百余年而经久不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江淮书风。

所谓的江淮书风，是以皖派书法的产生、发展和不断延续为依托而逐渐形成的地域书法风貌。邓石如作为

一介布衣，他以常人不备的胆识和智慧直追秦汉且上溯三代，开启“碑学”书风，使得萎靡不振一千余年的篆

隶书体重新获得生机。正是由于邓石如的出现，一扫宋元以后书法发展单调乏味、缺乏创新的困局，从而使清

中叶以后乃至近现代书坛呈现出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由邓石如开创的一代书风，不仅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而且对整个近代文化转型都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华美的篇章。

虽然清代安徽书坛风尚，尚有“一是体现中原文化特有的苍茫雄浑、气势豪迈性格的皖北书风，其领军人

物是梁巘；二是体现灵秀而不失沉着、平实而不失峻峭的皖南书风，其领军人物是包世臣；三是体现风流韵致、

潇洒从容，以帖学正脉为其表现的皖中书风，其领军人物是姚鼐”，等等，但是江淮书风的开创者和引领者，

仍然是以碑学正统追求雄浑朴茂的邓石如。由于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游走于江淮之间、徽皖大地，追随他或受

其影响的书家代有人出，此后经过一大批皖籍书家的努力，江淮书风两百余年传承有序，蔚为大观，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地域书法流派。

在现代安徽书坛，赖少其、石克士、葛介屏、司徒越、刘夜峰、李百忍诸大家，以其深厚的传统功力和极

强的创造精神，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艺术风貌，赢得世人的尊敬和爱戴。括而言之，安徽

现代书坛诸大家，作为江淮书风传承的代表人物，其艺术特征和学术旨趣当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持中守正，人文为尚。安徽现代书坛诸大家，特别“重学养，重内涵，更重品格”。一方面他们大

多认同邓石如人格的布衣精神，为人品性高洁，不忮不求，不激不厉，卑亢有节，超然淡宕，不求闻达，终生

孜孜于书法艺术的执著追求。正如穆孝天先生评价葛介屏书艺所言：“所谓山人，乃指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书

法家、篆刻家邓石如。介屏先生不仅在书法篆刻上承其余绪，显其功力，传其神韵，并随时代而有所创造，在

性格和生活作风上也表现了白山人邓石如的胸有方心、身无媚骨的品格与骨气。”葛介屏主张学书须心存一个

“敬”字，凡作字不可信笔涂抹，无有是处。他还坚持一个“静”字，能静才能深入，才能心领神会，才能无

往不利。这正是人品和书品的自然关联。他们又特别重视人文学养的修为。一方面是传统诗文的学习，如石克

士就多次强调书画家必须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因为这是艺术之宫赖以建立的基础。他们无不数十年如一日的

身体力行，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博览群书，积累学识，自觉地传承传统学心文脉。他们特别钟情于诗歌的创

作，诗意的“乘兴”“澄心”“感应”，总是能够瞬间的直觉体验，使之达于自发与自由的艺术灵境。他们还

陈  飚

安徽现代书坛大家与江淮书风传承的学术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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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强调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追求诗情与画意的结合并相映生辉。

其二，兼容并包，篆隶为尚。安徽历史文化从淮河到皖江，再到徽州，具有多元互补的显著特征，古今安

徽书法也是内涵丰富、异彩纷呈，是安徽区域文化深厚沃土所孕育，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结晶。不但各个历史

时期和不同地域的书家各有自家不同面目，而且同一书家的艺术表现也在不同书体的书写和不同风格的探索中

各有特点。安徽现代书坛诸大家无不碑帖兼修，而且无本土门户偏见，在几千年的书法文化中各自根据自身因

素“取法乎上”，不跟风，亦不刻意猎奇，重“碑学”却不排斥“帖学”，求“金石气”，亦求“书卷气”，

崇“壮美”，亦尚“秀美”。但是就近现代江淮书风的总体状态，是以篆隶的书写为主干。首先是邓石如开启“碑

学”风气，本身就是根基于“乾、嘉之后，小学最盛”。因为以考释周秦古文的小学的卓然成就，学者乐于借

助金石之说考经订史，遂至最初是作为考古资料的金石，却意想不到地成了学书者学习传统的模范。江淮书风

是与一代学风密切相关的，安徽现代书坛诸大家也同样如此。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在省、县博物馆的工作经历，

和长期对甲骨金石文字的研读，凭空就可以取得葛介屏、司徒越那样高的书法成就。在安徽书协首届主席团中，

还有赖少其、刘夜峰也是书隶的大家，其在本土的影响之深之广不言而喻。

其三，文质兼重，雄强为尚。论者以为“安徽书家重人文操守、重传统又能目及当下，兼收并蓄，为我所

用，加之安徽人固有的勤劳、朴实、内敛的性格特征，表现在书法上也是不温不火、不激不厉，含蓄蕴藉”，

具有“率真质朴、寓巧于拙的艺术特色”。但是，这又不仅仅是他们生活于长江以北、淮河两岸的地域风土使然，

更是时代风云的约定，安徽现代书坛诸大家的书风，应该是多呈雄强之势。康有为说：“篆法之有邓石如，犹

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天下有识

者，当自知之也。”受“碑学”的影响，安徽老一代书家大量临习秦汉魏碑版，得其刚健雄浑之风、朴拙率性

之气；又受“桐城文派”代表姚鼐阴阳刚柔之说的启迪，在书法、篆刻实践中，自觉追求刚健之风与阳刚之美，

追求开张奔放、鸾舞蛇惊之态和雄强劲利、古拙浑朴之境。连最接近文人气的石克士书风，也是着力于《郑文

公碑》等魏碑和米芾诸帖，书风愈老愈辣，不计工拙，随手点化，每每体现出的是苍劲淳厚，如刘海粟言：“克

士书豪辣跌宕，波澜竞涌，江淮奇士本色，非一家一派所能囿。”更何况赖少其的“笔墨顽如铁，金石掷有声”

对“力量型”的审美特质的强调。

其四，造型辟境，开新为尚。邓石如引领的“碑学”书风的兴起，给书法界带来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后人谈论书法，不再喋喋于使转提按的笔墨规范，而更多地是从创作表现的艺术高度来谈技巧与法度，从而赋

予了书法新的生命活力。最重要的是使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回归于纪念性和审美性的本体。江淮书风的现代传承

者尤其专注于意匠的经营，通过技法层面的创新，来开拓书法艺术的新境界。司徒越的书法内容因人而异，结

字瑰奇多变，飞白的极致运用，章法的完美经营。尤其是他的草书，在吸收张旭、怀素大草的同时，将草书的

连绵性进行了进一步的强化，强调了草书的时间性，深化了草书的流动感和飞动感，展现出贯穿一气、奔腾浩

荡的态势。葛介屏专意于艺术上的构思，纵或写行草书，也同样注意分行布白、立意谋篇。对于蝇头小楷或椽

笔大书都如此。他的隶书以北碑为底，采汉碑之长，融完白之韵，创造了一种“规整、干净、劲健，受金文启

发，追求金石味”且别具一格的隶书范式。他又以深厚的学养和过硬的笔墨功夫，对风格各异的青铜铭及石刻

文字进行整合归纳，创造出古厚朴拙、圆中见方的葛氏风范。赖少其的行书，深蕴“二王”风神，潇洒简远，

极有魏晋韵致。他的题画的字，虽意在诗文，不在作书，即兴而书，尽其情性，一气呵成，每每书成，总能天

机渗投，佳妙无穷。

追寻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当我们梳理安徽现代书坛诸大家的基本文献和作品时，清晰地感受到

了江淮书风这一极具地域特色和艺术影响力的书法流派传承有序、生生不息的脉动。品读近现代江淮书风的文

化品格，揭示江淮书风的精神内涵，把握江淮书风的基本特征，学习老一代书法家的创作经验，必将为安徽当

代书坛的发展繁荣提供更丰富的资源。

                                                           2014 年 10 月于合肥

                                            （作者系合肥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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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少其（1915 年－ 2000 年）,现代版画家、国画家、书法家、诗人、作家。一作赖少麒。

广东普宁人。曾就读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早年从事木刻创作。后参加新四军，从事宣传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南京市文联主席，任中共华东局文委委员、

华东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美协副主席兼上海中国画院筹委会主任。

1959年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1963年被选为安徽省人大代表、

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4月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他长期兼任安徽省美协、省书协主席，

并为历届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协和书协常务理事、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杭州西泠印社会员。1986年调回广州，增补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后续任第七届委员。

1987 年 10 月被选为广州市美协名誉主席，并任广东画院艺术顾问。

1986 年，年逾古稀的赖少其重回岭南，定居广州。

其木刻版画有着浓厚的民间木刻趣味和浪漫气息。表现黄山的中国画，以焦墨为主，参

用晕染，朴茂淳厚。晚年所作国画，洒脱、随意、奔放，色彩鲜艳。书法近金冬心的漆书体貌。

生前在国内外举办过十余次个人作品展览。出版有《赖少其画集》《赖少其山水》等。

赖少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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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后数年刻制数百方印章，并自编《无逸室印谱》，又临习、创作大量书法和中国画作品。

8月 10日，安徽省书画院成立，赖少其出任名誉院长。杭州西泠印社建社75周年大会，

成立第二届理事会，赖少其当选为理事。

3月，安徽省书法金石学会成立，赖少其任会长。9月 21 日－ 10 月 15 日，安徽省美协、

省博物馆主办“赖少其书画展览”，展出作品 185 件 , 省领导万里、黄岩、张恺帆等出

席。10 月 21 日－ 11 月 5 日，江苏省美协、安徽省美协主办，在江苏省美术馆举行“赖

少其书画展览”，江苏省领导惠浴宇、储江等出席。11 月，应日本书道联盟邀请，参加

舒同为团长的中国书法家代表团，一行六人访问日本。12 月 26 日至次年 1 月 6 日，上

海市美协和安徽省美协主办，在上海美术馆举行“赖少其书画展览”，陈国栋、汪道涵、

夏征农、陈沂、杨凯、刘海粟、唐云、王个簃、曹简楼等参加。12 月 , 安徽省文联报中

国文联，提名张恺帆、赖少其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筹备委员。中国书协筹委会在人民大会

堂召开扩大会议。

1 月 11 日－ 23 日，浙江省美协和安徽省美协主办，在杭州市文化会堂举办“赖少其书

画展览”，李丰平、薛驹、王家扬、陈安羽和唐云等出席。5 月，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

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舒同任主席，赖少其当选为

常务理事。12 月 , 中国书法家协会安徽省分会成立，赖少其当选为主席。

11 月 12 日－ 25 日，湖南省美协和安徽省美协主办，在长沙市岳麓山白鹤泉展览厅举办

“赖少其书画展览”。12 月 17 日－ 27 日，福建省美协和安徽省美协主办，在福州市西

湖美术馆举办“赖少其书画展览”。

11 月 20 日－ 26 日，和夫人曾菲应邀赴泰国进行文化交流，参加庆祝泰国潮州会馆成立

45 周年、第三届世界潮团联谊会活动，并由泰国中华总商会、潮州会馆暨十县同乡会等

21个侨社团体发起，在曼谷京华银行举办大型“赖少其书画展览”，2位副总理主持揭幕，

公主、国会上下议长、元帅、上将、华僧大师等和中国驻泰代办、侨领及上千人出席。

12月12日－1985年1月15日，深圳博雅画廊举办“赖少其、唐云书画作品暨藏画展览”。

4—5 月，应日本书道教育学会邀请，和夫人曾菲赴日本进行文化访问，参加该会成立

35 周年纪念活动，并在日本东京银座松坂屋举办“赖少其书画近作展”，该会《书学》

出版了《赖少其专号》及《图录》画册，同时举办安徽省博物馆“中国古代文房四宝展

览”和省外贸的“文房四宝展销”。宋之光大使和日本外务省、文化省次官出席。8月，

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收录自作诗词、书法作品的《赖少其自书诗》，芦荻作序。

1月，天津市和安徽省的政协、美协联合主办，在天津美术馆举办“赖少其书画展览”，

倪志福、李瑞环等领导出席。

1 月，中国经济出版社、香港联华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出版收录书法作品的《赖少其自书

诗续集》，吴有恒作“序”。

8 月，从日本回来途经香港，周南社长等会见。赠新华社香港分社丈六匹大幅书法《陋

室铭》。9 月 15 日－ 10 月 7 日，香港翰墨轩有限公司于台北翰墨轩画廊举办“赖少其

书画展”。9 月 28 日－ 10 月 5 日，广州市政协诗书画室、上海市政协华厦画苑等单位

于广东画院举办“赖少其、唐云书画展览”。

8 月，香港艺苑画廊举办“赖少其书画展”。11 月 20 日－ 1992 年 1 月 20 日，应美国

美洲中华艺术研究会副会长瞿谷量先生邀请，和夫人曾菲、秘书于在海赴美进行文化访

问，12月9日－1992年元月4日，在该会画廊和美国朋友的“WENDER画廊”同时举办“赖

少其书画展”，出版《赖少其书画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李道豫、王光亚、总领事张伟超、

宋有明及侨领、艺术家和朋友数百人出席开幕式。3 月，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赖

少其书画集》，赵朴初作序，雷铎撰文《“一木一石”化为笔墨，铮铮铁骨掷地有声》，

杜滋龄总编作《后记》。

艺术活动简表

1982 年 8 月中国书协在

山东会议后合影，赵朴初

(前右7)、周而复(右5)、

费新我 ( 前右 8) 和赖少

其 (前右 4)、曾菲。

1980 年 , 舒同和赖少其

( 左 4) 作为中国书法家

协会代表团赴日访问。

赖 少 其、 曾 菲 夫 妇

(1992 年 )

创作中的赖少其

1972 年

1979 年

1980 年

1981 年

1982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85 年

1986 年

1988 年

1990 年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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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政府、文艺部门及汕尾市、普宁市等 10 家单位，联合举

办了“庆贺赖少其同志从艺 60 年暨 80 寿辰、赖少其与曾菲伉俪金婚系列纪念活动”；

在广东画院举办“赖少其书画回顾展”；在东方宾馆举办赖少其从艺 60 周年研讨会以

及大型庆贺晚宴。安徽书法家协会授予赖少其最高荣誉奖“邓石如杯”。6 月 29 日，被

广东省政协书画艺术交流促进会聘请为顾问。安徽省政协、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在省委

礼堂举办“赖少其作品研讨会”，省委副书记方兆祥主持，省文艺界人士 200 多人参加。

安徽省政协书画社、安徽饭店联合举办“书画界欢迎艺术大师赖少其同志从艺 60 周年

联谊会”。安徽省文化厅在稻香楼宾馆举办欢迎座谈会。

5 月 16 日－ 24 日，广东画院举办了“赖少其八十后新作展”，展出国画作品 81 幅、书

法作品 4幅。

5 月 21 日－ 30 日，广州市文化局、广州美术馆举办了“赖少其近作展览”，展出了他

80 岁后所创作的绘画作品 50 件、书法作品 16 件，庆贺他 85 岁生日。

11 月 28 日，在广州逝世。

1 月 10 日，人民日报社华南分社和广州逸品堂举办“赖少其书法展”。11 月 28 日，广

州艺术博物院举行了“纪念著名书画大师赖少其逝世一周年活动暨曾菲女士捐赠名人书

画展”开幕式，成立“赖少其艺术研究中心”，并给雷铎等 21 名研究员颁发聘书。

11 月 28 日，广州艺术博物院举行“缅怀艺术大师赖少其先生逝世三周年”活动：赖少

其山水画专题展、纪念赖少其逝世三周年赖少其赠送亲友书画展、赖少其书画精品羊城

通纪念卡首发式及赖少其艺术人生座谈会，并出版了《创新耕耘六十年——纪念赖少其

从艺六十周年书画册》，广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建华作序。

10 月，广州艺术博物院编辑、广州出版社出版《古今羊城八景萃集——谢志峰昆仲捐赠

书画选集》，唐云绘画、赖少其书法合作的《清代羊城八景图》入编。12 月 28 日，广

州艺术博物院举办“赖少其书画篆刻展”。

4 月 12 日，安徽省书协、合肥市文化局主办，赖少其艺术馆、安徽省书协篆刻艺术委员

会承办“赖少其篆刻作品观摩座谈会”。4 月 26 日，由以上组织单位举办“赖少其金石

书画展”，杨屹、吴雪、沈培新、鲍加、陶天月、宗杰和、方东玲、杨小燕和杭州西泠

印社、南京印社、广州、武汉等地书法界人士参加，此活动展出赖少其篆刻作品约200件，

并由安徽省书协副主席、篆艺委主任张乃田主持了“发扬赖少其木石精神·推动书法艺

术发展”的学术研讨会，参加活动的安徽省书协领导和各市书协负责人赠送书法作品，

作为艺术馆收藏。7 月 26 日，广州艺术博物院在该院的“赖少其艺术馆”举办“赖少其

书法篆刻展”。

5 月 1 日 ,《收藏》杂志 2008 第 05, 总第 185 期，书画鉴赏栏目推出“心迹千秋——赖

少其艺术专题”，刊登《专家评说赖少其艺术成就》、于在海的《赖少其书画作品拍卖

行情》、赖晓峰的《赖少其轶事拾掇》等文章，并刊登 21 张作品图片。8 月 13 日，广

州艺术博物院举办“画从黄山出——黄宾虹与赖少其书画展”。

5 月 15 日，广州艺术博物院主办了“赖少其的书法艺术欣赏”，并成立了赖少其艺术研

究中心。8 月，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1949 － 2009 共和国书法大系》（6 册），在“书

史卷”“书家卷”中均有赖少其相关资料和书法作品入编。

9 月 18 日－ 10 月 31 日在合肥市赖少其艺术馆举办的“文化部 2012 年全国美术馆馆藏

精品展出季：传承创新——合肥市赖少其艺术馆馆藏精品展”由“木痕心迹——版画专

题”“承古开新——山水专题”“中西融合——花鸟专题”“笔拙刀扑——书法篆刻专题”4

个专题及“革命之路、艺术之光——赖少其生平陈列”组成。

6月 4日在武汉美术馆举办“传承·创新——赖少其书画艺术精品”展览。

1985 年 12 月 13 日， 在

北京中国美术中央大厅

举办赖少其的大型书画

展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彭冲（左 2)、陈

丕显（左 3）、国防部长

张爱萍和夫人（右1、右2）

与赖少其 (左 1) 合影。

创作中的赖少其

创作中的赖少其

1994 年，安徽省隆重举

行“赖少其从艺 60 周年”

活动。图为安徽省博物馆

举办“赖少其书画展”的

场景。

1994 年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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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2 年

 

2013 年



赖少其、石克士、司徒越、葛介屏艺术文献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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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论撷英

我学习书法的经历

唐代诗人王维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是诗

人，他的山水诗，确实如他所说：“诗中有画”。他又是一

位大画家，在他的画中，确实达到“画中有诗”的境地。但

是，在唐代，王维和其他画家也一样，并没有把诗题在画中。

宋代苏东坡提出了“书画同源”之说，把书法与画融为一体：

苏东坡画竹，以楷书写竹干，以草书写竹叶，达到精妙的地步。

但是，把诗题在画上，并作为画的一部分，后来又加上印章，

也成为画的难以缺乏的一部分，那是从元代开始，明、清两

代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如果一幅画不题上诗，书法又

没有达到精妙的程度，那就似乎不是一幅完整的优美作品了。

这种风气的形成，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

我从小便喜欢学习书法，曾看老师认真地临摹康有为的

法帖，我虽很羡慕他，但我并没有学习康有为，而是学习郑

板桥；我在 13 岁的时候，便给我的祖父坟墓用郑板桥书体写

了一副对联刻在石上。现在想起来是很幼稚的，我当时并没

有见过郑板桥书法的真迹，更加不清楚郑板桥这种书体，若

是没有很好的隶书、楷书、行书的基础，是写不出郑板桥这

种书体的。郑板桥的书体，是融汇隶、楷、行草于一炉的。

后来我放弃了学习郑板桥，是认识到只从表面追求形似，是

学不到郑板桥的巧妙，并且是必定要失败的，很多学习郑板

桥书体的人，因不了解上述的道理，只学到了糟粕。

30 年代初，我在广州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原是学习西洋

油画的，后来学习木刻，和学书法没有多大关系，或者可以说,

学习书法与作画完全是两件不相关的事。50 年代，当时我在

上海负责华东美术家协会日常工作，黄宾虹先生是华东美术

家协会主席，黄先生不仅是有名的山水画家，又是大书法家，

他的大篆写得很好。后来我又任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备主任，

和国画家接触也多起来，为了工作的需要，也可以说受了他

们的影响，我才慢慢地懂得书法的美妙，懂得学画与学习书

法的重要性。我在此时学习书法—也同时开始学习国画，才

认识到“书画同源”的道理，更直接的理由，我学习书法，

首先是为了“题画”，特别是当我学画金冬心的梅时，更加

感到有学习金冬心“漆书”的必要了。但我当时对金冬心的

漆书并无研究，是此后，一边学画一边了解金冬心“漆书”

所由来的。

从明代开始，在中国的书法界便有“北碑”“南帖”之

分。从晋唐到明末清初，由于历代——特别是唐代统治阶级

的爱好，尤其是皇帝的提倡，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被称为书圣，

很多朝代的皇帝自己学“王字”，科举也以王字作为进身的

“敲门砖”，后来称为“馆阁体”。乾隆帝就是写这种字体，

是写得最差的一个，王字到了乾隆年间，已经坚化了；“二王”

的法帖，一再地翻版，也已面目全非。所以，书法界提出了学碑，

最早、也最有成就的书家，应算是郑谷口，他的隶书可以说

是别开生面，自成一体。这个风气一开，便如江河一泻千里，

不可收拾了。石涛据说也是学习郑谷口的，又有了创新。此后，

文 /赖少其

赖少其题签的书籍和临习的碑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