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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董伟嘱我为他即将出版的书法作品集写个序，我欣然

接受。以往我从不轻易接受这样的任务，但这次例外。因为

我和董伟相识并在一起工作近二十年了，现都离开了共同工

作过的岗位，更觉得友谊的珍贵，写一个庆贺的感言，也算

是对我们一起工作几十年的回顾和怀念。

翻开董伟书法作品集样稿，欣然观赏，看到中国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张改琴女士和省内外许多书法名家对董伟在

书法摹写、参悟、研究、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均给予了

十分中肯的褒奖和专业的评析，写得很好，可谓“语语中的”，

对我们深入理解、感悟董伟书法艺术的风格、特点以及取得

的成就，启迪良多。

书法，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最具经典标志的民族符号。这种用毛笔书写汉字并具

有很强审美冲击力的艺术形式，以其抽象、灵动、丰富的线

条给人以复杂多样的审美感受和情感宣泄，对中华民族有着

强烈的感召力和极为广泛的参与性。在人类文字发展史上，

没有任何一国的文字像中国的汉字，在社会演进中发展成

为一门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成为中华民族的“无声的音

乐”“纸面上的舞蹈”和“情感的心电图”，滋养着我们的

精神世界，堪称中国古典艺术的一朵奇葩。就连蜚声国际的

抽象派绘画大师毕加索也发自内心地说：“倘若我是一个中

国人，那么，我将不是一个画家，而是一个书法家，我要用

我的书法来写我的画。”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古丝绸之路的

黄金地段，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古往今来，在

这片神奇而古老的大地上，曾涌现出许多书法艺术大师。如

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被誉为“草圣”的东汉

大书法家张芝（今瓜州人）；师承张芝书法、与大书法家卫

瓘齐名的晋代著名书法大家索靖（今敦煌人）；唐代书法和

山水画大家李思训（今临洮人）；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王了

望（今陇西人）等。数千年来，历朝历代书法大家人才辈出，

各领风骚。

董伟长期在文化战线工作，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

对书法艺术热爱执著甚至痴迷，对历代书法大家的碑帖多有

临习、研究，持之以恒，不断求索，最终修成“正果”，形

成了自己的风格。可以说，书法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是事业

的一部分，也是情感的一部分。这次结集出版的作品，大多

是他历年创作的精品，体现了他的艺术追求、情感世界和生

活情操，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董伟书

法作品集的出版发行，既是对他多年书法艺术成果的集中展

示，也是对我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积极贡献。我作

为文化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也作为董伟的老朋友，对作品集

的出版倍感高兴，并诚挚祝贺。同时，也真心希望在甘肃这

片大地上，能涌现出更多像董伟这样热爱书法、执著书法并

有所成的书法家和书法艺术爱好者，为我省文化大省和华夏

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做出积极贡献，为书法艺术这一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和繁荣发展增光添彩。

最后，引用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也谨与董伟好友

和书法艺术界同志共勉。“艺术恰似一条上下环节相扣的金

色长链，重复不得，隔断不得。不承认，不努力对以往先贤

积蓄的成果作诚实的借鉴，就不会获得延续的新成果。”（语

见韩天衡《明代流派印章初考》）

预祝董伟书法作品集发行顺遂！

是为序。

                                                                                                                                      

                                               2014 年 8 月 4 日于甘肃文化大厦

                                                 （作者系甘肃省文化厅厅长）

提笔著精神  书情两具备

文 / 孙    伟



序   二

董伟是于墨海徜徉已久的书家，多年来，以赵松雪为基，

撷取“二王”，兼涉颜苏米董，广约博取地编织着自己的书

法梦想。读其作品，结体端庄，用笔娴熟，章法优美，总体

上反映出三股气息：一是偏秀美，二是多文气，三是有新意。

同时，从中可以看出他由技而艺、由艺而道的痕迹。

“艺”即形式法则，“技”靠它来显彰，“道”靠它

来承载。研究笔法是“技”，研究精神是“道”，而“艺”

则是研究它作为艺术品的形式法则。这是公认的学术目

标——无论是作为基础的学术理论研究本身，还是作为应用

的书法创作理论的当代需求，它都是一个深入反省、反思的

关键所在。所以说，书法是“学”出来的，而不是“练”出

来的。“练”只能练习技法的基本功；而“学”则能逐步掌

握从技到理、从理到艺、从艺到道的精髓，进而不断走向成

熟和成功。作为想成功的书家，如果一味地在技法上千回百

转，到头来不过一个书匠而已。这个“艺”，其实就是作为

艺术作品的载体、艺术形式。只有这个形式存在了，“技”

才能有依据，而“道”也才会落到实处。记得刘正成先生有

个让人心胸豁然的书法观：创作靠感性，临帖靠理性，两相

交岔，心境自平。其实，董伟亦谙熟斯理。他在“练”技法

的同时，“瞻前顾后”地研究书理，注重学养，陶铸性情，

融合当代的审美情趣，所以创作就有了“艺”与“道”的取向。

董伟的书法是在传统中不断修行的，他没有去追逐时

尚风格，那些“主义”“× 派”之类与他无关。记得黑格

尔说：“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

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看当

下的书坛，很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书法能否功利的泥潭之

中：由于传统，很多人走不出传统的境域；由于误读了传统，

使得传统变得奇形怪状，光怪陆离。董伟头脑很清楚，没有

误读传统，但他也想走出经典，鼓捣出自己的风格特点，所

以总是广泛涉猎，增加营养，试图从赵孟頫抽刀断水，从“二

王”悟理领获。应该说，他的路没有走错。细读他的作品，

无论行书、草书，他都在不懈努力，只是还没有走上理想

之巅而已。我喜欢他的草书作品，每每品读，总会让人领悟

许多。草书有多种意境：萧散、空灵、流丽、狼藉……张旭

萧散，怀素流丽，徐渭狼藉，林散之空灵。历代杰出书家用

一生的精力有时就为了某种抽象的意境而执著追求，这正是

中国书法的精义所在。我从董伟的草书作品中看到了中国书

法的“精义”成分；从他的行书作品中看到了赵孟頫，看到

了王羲之，也看到了董其昌与王铎。之所以从这个角度作考

察，是因为，书法这玩意，讲求的就是经典传统，一个书家，

笔下如果没有经典的取法，仅仅把字形写得很漂亮没用——

关键看你笔墨的来龙去脉和线条的质量优劣。品读董伟的书

作，字里墨间往往透出一种流美的清雅风度，并下意识地避

开赵孟頫偏于秀软，增加笔力线条的弹性，呈现出一些雄强

之意。无疑，这与他多年研习北魏书迹有关。用魏碑的刚健

方笔渗化到赵字中，自然演绎出看似赵字又非赵字的清雅秀

润的风格。概言之，可谓：

 源开赵法细嚼根，借取王风猎古今。

 清健雅和酬气骨，旋来纸上绣芳心。

是为读后感，亦为序。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甘

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旋来纸上绣芳心

文 / 秋    子

 ——简说董伟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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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0cm×49cm

明·龚贤诗



2

69cm×69cm

清·郑板桥诗



3

138cm×69cm

明·曹豹诗



4

138cm×34cm×2

自撰联

天朗气清溪山画，

地润风和松竹琴。



5

138cm×69cm

唐·骆宾王诗



6

唐·王湾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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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0cm×30cm×6

唐·张说诗



8

180cm×97cm

沈鹏诗句



9

50cm×40cm

宋·苏轼诗句



10

180cm×49cm

元·吴镇诗



11

138cm×69cm

宋·苏轼诗句



12

69cm×69cm

自作诗·癸巳新春口占

元日佳兴酒盈樽，

友朋遥祝体康宁，

我愿福禄如春雨，

浸润心田伴诗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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