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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才 

1972 年生于四川蓬溪。笔名质生、石方。

1993 年陕西师范大学艺术系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

2004 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一工作室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

2014 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研究所“重建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基础教学高研班”。

2014 年出版《篆书教学》《楷书教学》《行草教学》书法教学系列丛书。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人生中许许多多的事情往往要到回

顾的时候，才发现其中的必然性。我与

书法的缘分想来也并不例外。我庆幸于

1989 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艺术系。因了

师范专业的特点，作为专业基础课程之

一的书法学习从此便与我结下不解之缘。

书法的学习，特别是在最初的数年中是

十分艰难的，往往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却难见成效。前人学书是在从小读

私塾时，便于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十年筑

基的过程，而今人学书却多数是在成年

之后才开始接触，其间的基础磨炼真是

甘苦自知。因此，我更庆幸本科毕业后

分配至北京二十中学任教，八年中作为

美术教员之外同时又兼任学校书法兴趣

班的指导教师。这就让我对书法的学习

不仅仅是出于自身的爱好，更多了为师

身教言传的责任，自然也就不敢有丝毫

懈怠。其间，1995年偶然于故宫观看的

晋、唐、宋、元古代书画珍品展给我以

强烈的震撼，也更坚定了我研究传统艺

术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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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2004 年我于中央美院油画系

研究生毕业后至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任教，更是我人生之大幸，高校自由宽

松的学术氛围，使自身的求艺兴趣得以

自然生长。通过教学、创作实践活动，

十年来我逐渐感到自己在艺术探索的各

个方面体会渐深。2010 年夏天，欧洲各

国博物馆的艺术访学之旅，让我重新反

思了自己的专业学习。我深深地感到欧

洲油画艺术的产生发展，是其整个历史

文化背景发展下的必然结果，那里的自

然环境、人文环境同他们艺术家的表达

是如此的生发一致、渊源有序，那才是

真正的土生土长的“土油画”，沉着稳健、

根深叶茂。同时，反观徐悲鸿等老一代

艺术家的绘画创作，早在他们向西方艺

术学习借鉴之时，作品中就始终洋溢着

鲜明的民族审美气质。其起点之高，立

基之正，仍令今天的我们赞叹不已。我

想，这鲜明自觉的主体精神不正是源于

他们身上所保有的深厚传统文化的底蕴

吗？仰望式的、低姿态的学习何时才有

自己的出路？任何民族优秀艺术的产生，

其背后必定有坚强的文化自信作为支撑，

否则，一切将无从说起。长久地沉浸在

书法和水墨的研习里，令我逐渐真切地

感受到自己的油画未来将怎样赋彩、造

型、抒情。而这样的认识越鲜明，我就

越珍视每日的书写实践。我意识到书法

是上苍赐予我的珍宝，是我将自己所涉

猎的艺术领域串联起来的利器。书写中

笔下在瞬间所要做出的选择判断一次又

一次磨砺着我对形式、对造型感受的敏

锐性。随着书法、水墨、油画实践的逐

步深入，我相信自己看到了越来越多独

特的美，体验到了越来越多别样的风景。

25 年来笔耕不辍的临习、创作，令

我的身心不断徜徉在古人的碑帖杰作里，

浩如烟海的书迹展现了前人丰富奇幻的

心灵轨迹。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

一则是官方雅化了的法帖汇刻，一则是

民间工匠的粗率写真，今天同时呈现在

我们的眼前，是多么丰富的书法学习资

源。前人正是通过对书法的琢磨关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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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早已将他们的生活

艺术化了。“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

见字如见人，在今天这个键盘时代的人

们看来该是多么浪漫，又富于诗性的生

活际遇啊！

汉字的独特性，毛笔的独特性，从

根本上构成了汉字在方块形态的基础制

约之中，造型千变万化的可能性。使得

我们所见的历史上那些杰出的书法家，

从本质上讲都是独具个性的造型大师，

书写中的横横斜斜，曲曲直直，从单字

造型到行间布白再至全篇的布局架构，

无不展现了历代杰出书家鲜明的造型意

识。今天将书法归为造型艺术的一支，

正是因为它虽然并不描写具体的形象，

但它却抽象地描摹了生命的本质形态；

虽然它并不描写色彩，但它却抽象地概

括了生命最本质的色彩。近期我便将这

样的思想感悟撰成《篆隶教学》《楷书

教学》《行草教学》一套三本书法教材，

以应三年前江西美术出版社之邀，也算

是对我的书法自学做出一个系统的梳理

总结。

古人的书迹无非以公文、信函、文

字著述等形式流传至今，那样的日常书

写直接联系着他们的心声。我们眼中的

《兰亭序》《东山帖》《祭侄稿》《韭花帖》

《黄州寒食诗》《蜀素帖》...... 无不

是他们切身经历感受下的笔迹展现。当

代书法自然生存环境的丧失，逐渐专业

化的转型，令人不能不质疑，难道这样

的转型任务就仅是形式领域里空间架构

的张扬开拓？难道真的就仅以汉字的形

态变化来图像造型而无须关注其文词内

涵的魅力？难道一片繁荣景象的当今书

法时代，真要让后人定义为“书法的誊

录时代”？基于这样的思考，在这本书

法集中所有的创作素材，我便有意采用

了自己近年来断断续续所作的文词练习。

这些文词的创作源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

滴，皆是平日里的所遇随感，虽并不甚

合格律，却也是真情流露，一片热忱。

不管怎么说，表达的重要胜于一切！近

来尝试依谱填词，平仄之间煞费心思，

却也煞是好玩。

前人的伟大毕竟是前人的，而今人

所做的一切无论深还是浅，高还是低，

也只能待后人评说了。书法虽然已是高

度繁荣过的艺术，但并不是说它已经无

路可走。人类精神世界的海洋博大深邃。

艺术的表达作为生命内在需要的外显形

式，到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完全穷尽的，

对它的开拓自然也包含着无尽多的可能

性。书法作为揭示这意识世界丰富性的

表现手段之一，对它的发掘又怎么可能

枯竭。真正的枯竭只能是内在精神的枯

竭，而内在精神的充盈活跃才是外显形

式丰富变化的根本！

世界呈现给你的和我的本是同一个

世界，但对这纷繁复杂世界的感受却又

人人不同。又有谁能真正体验这精神世

界、物质世界的全部？“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我们唯有敞开心扉尽可

能拥抱这无与伦比的丰富性，才可能以

有限的生命去体验那无限的未知。至于

体验到什么程度，实践到什么程度，那

显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

精神在借助艺术探索时超越现实世界的

种种羁绊，由此所获得的极大自由的愉

悦体验，那种审美意识的不断升华完善

将是多么幸福美妙的生命经历啊！

对于书法，虽然篆、隶、楷、行、草

诸体各有其妙， 但我更偏爱行草书之抒情。

现实世界虽然常有种种累心之困扰，但我

更愿意从中去感受那情境如诗的一面。因

此暂借徐渭的一句话，凑成这样的联语以

概括近期我的书法创作实践吧：

“世间无物非草书，人生何处不诗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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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草自作联
纸本 /136cm×34cm×2/2013 年

释文： 

茶香静品忆泉洌，

松风卧闻思谷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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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自作诗《题画碧桃句》  纸本 /52cm×61cm /2014 年

释文： 

纤毫淡墨花若吹，轻烟掠过颤芳菲。

春风碧桃细开拓，清姿玉颜赠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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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自作词《菩萨蛮·2月 27 日霾后天晴》  纸本 /44cm×34cm /2014 年 释文： 开窗不觉晨光起，

雾消霾去舒人意。 

转眼又斜阳， 

楼高影且长。

        

忆书斋墨笔，

昨夜风和雨， 

洗尽此浊衫，

换来明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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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自作联句 纸本 /34.5cm×25.5cm /2013 年

释文： 

春风到处皆成画，

青山与我俱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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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自作诗《论书之一》 纸本 /35cm×37cm /2013 年 

释文： 

方圆兼具形势健，

中侧并用姿媚生。

笔锋写出凌云志，

线质宛转意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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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自作词

《渔歌子·贵州凯里镇远写生》  

纸本 /45cm×18.5cm /2014 年

释文： 

镇远晴明水绕山，

波光斜动影连连。

支画架，

对青山，

调朱研墨待归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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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自作联  纸本 /45cm×16.5cm /2014 年 

释文： 

两岸空寂揽薄暮，一水清流咏凉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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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草自作词《调笑令·室内百合开》  纸本 /34cm×44cm /2014 年

释文： 

云淡，

云淡，

悠然春景闲远。

堂前光照疏枝，

斜落帘影移。

移影，

移影，

百合花开相映。



11

草书自作词《南歌子·壬辰之秋井陉吕家村后山写生得句》 纸本 /34cm×44cm /2014 年 

释文： 

山峻晴观影，

风吹树若霞，

入山何处不成画，

搭架挥毫凝视景犹佳。

      

薄暮归来路，

车载下断崖，

青山缓过惊晚鸦，

庭院张灯赏画意难罢。

作

 

品

 

集

L
iu M

ingcai  Z
uopinji

【
书
法
】



行
草
自
作
词
《
调
笑
令
》 

纸
本

\
 
4
5
cm

×
2
5
cm

 
\
 
2
01
4

年 

释文： 

白夜、

白夜，

窗前和衣望月。

山暗灯远路明，

檐下庭间影清，

清影，

清影，

疑似梦中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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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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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释文： 

梦里寻卿何处，

峰上崖高无助。

望小镇依稀，

斗转崎岖山路，

急步，

急步，

听取那边声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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