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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星文，一九五七年端午

生。书法作品二十余次入选中

国书协举办的全国展，五次获

全国书法大赛一等奖。散文作

品曾在北京大学获奖。先后被

评为“陕西十杰青年书法家”

“陕西德艺双馨艺术家”和中

国书协表彰的“中国书法进万

家 活 动 先 进 个 人 ” 。 出 版 书

法 、 散 文 集 八 种 ， 《 砚 边 记

联》系列联语在《书法导报》

连载，《故乡漫忆》系列散文

在 《 美 文 》 《 报 刊 汇 萃 》 连

载 。 现 系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会

员，中国书协新闻出版工作委

员 会 委 员 ， 中 国 散 文 学 会 会

员 ， 陕 西 省 人 民 政 府 参 事 室

（ 陕 西 省 文 史 馆 ） 特 聘 研 究

员，陕西省慈善书画研究会副

会 长 ， 陕 西 作 家 书 画 院 副 院

长，陕西省书法家协会驻会副

主席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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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学习书法主要走“帖学”一

路，入过展，获过奖，也浪得了一些浮名；但浮名终归

浮名，都是过眼云烟。二○○二年冬，西风正烈，我远

走西北，一路大漠孤烟，一路长河落日，感慨中我在反

省，反省的结果，决定暂且放下“帖学”，走“碑学”

一路，西北汉子要写属于西北汉子的书法啊！生性愚

鲁，常叹时光匆匆，不敢稍有懈怠，回首竟已十二春

秋！然笔未老，满头却已飘雪，今独立甲午岁末，只有

仰天浩叹了。翻检旧作，良莠不齐，归于一册，完全是

为了忘却的纪念。未来还不好说，趁尚有脚力，路还得

自己去走，那么，就将未来留给未来吧！

2015年1月25日于卧雪庐灯下

自  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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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雪庐是做梦的地方。

我在卧雪庐纯粹是为了做梦。

遥想汉字产生于生活，生活又因汉字而有了诗文，

随后可爱的祖先就提着自己发明的毛笔满世界即兴挥洒

了。字、文、书，三星共照，从此便有了书法璀璨的星

空。当三星辉映了卧雪庐，我的心地也一片光明。

因为虔诚而生敬心。于是，我经常仰望星空。

《〈我的卧雪庐〉序》

寻找是生命里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我曾经欣喜地找

到过许多东西，继而又如风般随手抛却了。春夏秋冬复

春夏秋冬，经历了太多的岁月淘洗，如今唯有书法融入

了我的生命。生命成长的过程，无疑也将会成为我今后

书法成长的过程。

《〈我的卧雪庐〉序》

我和所有的花草树木一样来自大地，思想虽如云般

在头顶飘飞，但我坚定地认为双

脚 不 敢 须 臾 离 开 大 地 。 树 大 根

深，我匆忙的双脚什么时候才能

扎住根呢？

《〈我的卧雪庐〉序》

那时在农村，我跟父亲种过

多年庄稼，我老认为，我们种的

不只是种子，而是希望。我除了

吃饭睡觉，就一直在田地里守望

着，守望中希望便生长开花，最

终就有了丰收的喜悦。我家住在

秦岭北麓的土塬上，我曾给父亲

做帮手打过一口深井，当井打到

快要出水的料硷石层面时，那是

最为艰难的时刻，我不知疲倦忘

了双手满是血泡的疼痛，铆足劲

只管掘进，后来就终于有了一汪

属于自家的甘泉。我还曾跟父亲

盖过房子，父亲说盖房子关键是

要打好地基，我高举石锤将锤窝

砸得紧密而坚实，每临吃饭和睡

觉，我也绝不松手抓紧时间再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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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几锤。后来我住在和父亲亲手建造的房子里，吃粗茶

淡饭亦香，睡土炕尽做美梦。

如今书法已成为我的志业，我是将早年跟随父亲学

习种地、打井和盖房子获得的那些经验来对待书法。我

想，既然生活都是如此简单，那么，对学习书法我也就

充满自信了。

《〈我的卧雪庐〉序》

书法是写意艺术，是书家情感的外化。书法运用质

材素朴，但素朴的质材在书家挥运下却万象丛生。这正

像 老 子 说 的 “ 一 生 二 ， 二 生

三，三生万物”，大千世界就

是这样被衍生出来了。我希望

人心归于素朴，我不喜欢形式

至上表面浮华的东西，我希望

形式里有丰富的内涵。

《〈寸毫片砚〉联记》

有一年中国书协开会，轮

到我发言，我谈了两点：一是

书法组织要多搞活动，但不要

搞成运动。活动能激活书法发

展，而运动容易过火和裹挟书

法之外的东西，于书法发展无

补；二是对书法创作而言，书

法是一门艺术，万万不可搞成

技术。艺术涵盖技术，艺术是

书家综合修养的体现，而技术

容 易 滑 落 到 匠 人 的 小 格 局 中

去。我这样发言的时候还担心

自己说的对不对，会后有朋友

说我的陕西话没有一个人听得

懂，这倒令我释然了。是啊，
2004年《华山三友书法作品选》华夏翰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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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唐朝普通话只

盛行于唐朝，今天

的人真的已很难听

得懂我的唐朝普通

话了。

《〈寸毫片砚

联记》

日经东西，地

分南北。

因了我们眼前

的这一道秦岭，中

国大陆版图就有了

南方和北方之分，

就有了长江和黄河

两大水系。又因了

地理的差异，山川

的不同，就有了南

方的润泽和北方的

洪荒，就有了南方

的秀丽与北方的苍

茫。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由于生活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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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和审美趣味有别，就其国粹书

法艺术来说，历史上便有了“南

帖”与“北碑”之论，这也许应

归于大自然的神明与造化吧。

然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

步 ， 时 空 在 缩 短 ， 文 化 在 整

合 。 书 法 的 走 向 也 在 南 来 北

往，相互碰撞，相互激荡，从

而取长补短，共铸辉煌。这是

责任，也是担当。对这种学风

我一直持乐观态度，亦一直为

之鼓与呼。

《〈南北书风四人作品展 序》

书法是人生修为的一种手

段，一种方法。心手相会，技

进乎道，而寻道却是一个漫长

的 过 程 ， 也 许 一 路 都 面 临 挑

战。因此，更显现了历练过程

的不凡意义。

《〈南北书风四人作品展 〉序》

书法是写字，却不仅仅是

〉

写 字 。 书 法 是 诗 意

的，是文化的，是有

人的温度和精神的。汉

字音、形、意丰富的意

象，书写中内容与形

式的完美统一，凝结

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

要义精髓。这样的写字

有可能被认为是书法。

《〈书画之友〉序》

中 国 文 化 的 孕 育

发展少说也有五六千

年的历史，其间文脉

不断，沿袭至今，不

但古意盎然，而且饶

出新意，说明了传统

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

影响力。站在二十一

世纪的边上，回首中

国传统文化的恢宏壮

阔，展望中国文化的

未来走向，书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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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和审美趣味有别，就其国粹书

法艺术来说，历史上便有了“南

帖”与“北碑”之论，这也许应

归于大自然的神明与造化吧。

然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

步 ， 时 空 在 缩 短 ， 文 化 在 整

合 。 书 法 的 走 向 也 在 南 来 北

往，相互碰撞，相互激荡，从

而取长补短，共铸辉煌。这是

责任，也是担当。对这种学风

我一直持乐观态度，亦一直为

之鼓与呼。

《〈南北书风四人作品展 序》

书法是人生修为的一种手

段，一种方法。心手相会，技

进乎道，而寻道却是一个漫长

的 过 程 ， 也 许 一 路 都 面 临 挑

战。因此，更显现了历练过程

的不凡意义。

《〈南北书风四人作品展 〉序》

书法是写字，却不仅仅是

〉

写 字 。 书 法 是 诗 意

的，是文化的，是有

人的温度和精神的。汉

字音、形、意丰富的意

象， 书 写 中 内 容 与形

式 的 完 美 统 一 ， 凝结

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

要义精髓。这样的写字

有可能被认为是书法。

《〈书画之友〉序》

中 国 文 化 的 孕 育

发展少说也有五六千

年的历史，其间文脉

不断，沿袭至今，不

但古意盎然，而且饶

出新意，说明了传统

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

影响力。站在二十一

世纪的边上，回首中

国传统文化的恢宏壮

阔，展望中国文化的

未来走向，书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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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统文化的精粹，必将彰显出更加璀璨的生机。而中

国传统文化这个母体，将是书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源泉。

《〈书画之友〉序》

守常通变，这是艺术发展的规律，自然也是书法

生长的规律。作为老陕，我们不仅会就着油泼辣子咥

捞 面 ， 我 们 还 会 尝 海 鲜 、 嚼 牛 肉 、 吃 奶 酪 、 品 威 士

忌……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还缺少什么东西。骨肉筋

血气，那盈于内而华于外的一定是老陕人的一腔浩然

正气！

《〈第二届陕西书法篆刻展〉序》

自从人类发明了汽车、火车和飞机，我们再也不用

像杜甫一样骑上毛驴去旅行；自从人类发明了墨汁，我

们写字只需要将墨汁倒进碗里，从此砚废了，砚成了一

种摆设。现代化使我们省略了许多琐繁和细节，在节省

下的那一大段时光里，我们在浮躁中打发生活。

诗意地栖居成了我们的一种念想，念想那穿一袭长

衫，一手磨墨，一手把着书卷吟诵的文人生活。

《磨墨》

天很热的日子，陇南一位叫卢金平的藏族雕砚师来

西 安 ， 送 给 我 一 方 雕 工 精

良 的 洮 砚 。 砚 质 灰 中 泛

绿 ， 绿 中 透 黑 ， 摩 挲 中 有

一 种 玉 的 润 滑 。 自 那 一 个

清 晨 开 始 ， 我 用 这 一 方 砚

磨 墨 。 一 边 磨 墨 ， 一 边 看

书 ， 一 边 听 音 乐 。 用 半 天

时 光 磨 浓 一 池 墨 ， 然 后 再

用 半 天 时 光 将 一 池 墨 写

完 ， 我 就 是 这 样 重 复 着 日

子，消费自己的人生。

《磨墨》

陕西 人 喜 欢 吃 一 种 泡

馍 的 主 食 ， 掰 馍 的 功 夫 大

有 讲 究 ， 大 师 傅 以 此 可 判

定 食 客 是 不 是 真 吃 家 。 我

认 识 一 位 真 吃 家 ， 为 第 二

天 好 好 吃 一 顿 泡 馍 ， 先 一

天 晚 上 他 就 在 家 下 工 夫 掰

馍 ， 两 三 个 小 时 ， 不 急 不

躁 ， 直 至 将 馍 掰 成 小 米 粒

状 。 据 说 这 样 的 掰 馍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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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 才能赢得大师傅的煮馍功

夫，才能吃出真正的泡馍味道。

《磨墨》

大 凡 物 事 ， 其 理 相 通 。 所

谓磨墨如病夫，要磨好一池浓

墨 ， 急 躁 最 要 不 得 。 人 常 说

“人磨墨，墨也磨人”。看着

墨 锭 在 徐 徐 的 磨 动 中 渐 渐 化

去，生命也随着时光的流逝在

沉淀。

人 的 一 生 究 竟 能 磨 去 多 少

锭墨？

我不知道；时光知道吧！

《磨墨》

读 书 能 医 愚 ， 读 书 能 生

慧，读书就是力量。书法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说书

法是大文化我看言不为过。万

丈高楼平地起，有多厚实的根

基才敢盖多宏伟的高楼。书法

发展得靠文化积累，这是一个

长期的育化过程。现在有人提出全力打造当代书法大

家，我就一直怀疑，书法大家不是钢铁和机器，书法大

家是书坛上的参天大树，大树只有在大自然中经风沐

雨，自然生长，才能成为参天大树。

《〈朗月奇书〉联记》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

老子的智慧。中国书画讲究笔墨，中国书画的笔墨是

通过中国书画特有的书写工具毛笔实现的。“唯毫软而

奇怪生焉”，这是蔡邕说过的话。柔软的毛笔能写出千

奇百怪的点画，只有毛笔具有这种功能，于是，诸如

“锥划沙”“折钗股”“屋漏痕”“印印泥”，“点如

高山坠石，横如千里阵云，竖如万岁枯藤”等等就能得

以实现。五色不是仅仅指五种颜色，五色是多多的色，

是最为丰富的色的饱和。笔墨一旦自然就能实现墨色饱

和，饱和的墨色才丰富多彩、意象无穷。

《〈笔墨身心〉联记》

艺术说到底是关乎人的艺术，艺术作品背后站着的

应该是活生生的作者本人。什么人决定什么艺术。学艺

先学人，书学即人学，这是艺术的认定，古往今来，无

出其右。

《〈笔墨身心〉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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