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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韵飘香（四十八）

——张强书法作品选登

“两个打造”·

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
文化发展的高峰，同时也是书法艺术
发展的高峰，无论是楷书、行书、草
书，甚至篆书、隶书，均是名家辈出，
群星璀璨。这种局面不得不说与一
个人有着密切关系，他就是中国历
史上的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

历史上，钟情于书法的政治家
不在少数，但成就各有高下，李世
民凭着对书法的强烈热情及个人
禀赋，在书法上取得了很高的造
诣。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倡导和
推动下，全社会形成了浓厚的书法
氛围，从而为唐代书法的繁荣奠定
了基础。因此，李世民可称为“帝
王书法家第一人”。

在书法上，李世民极力推崇王
羲之，他曾亲笔为《晋书·王羲之
传》作“赞”，称王羲之书法“尽善尽
美”，并且拨款向民间收求王羲之
等名家的书迹，甚至上演了一出

“萧翼赚《兰亭》”的传奇故事。可
以说，李世民是以自己在政治上的
绝对权威树立了王羲之在书法艺
术领域的绝对地位，同时也为唐代
前期的书法发展“规定”了道路。

李世民在书法实践上也身体
力行，在学习王羲之书法的道路上
为世人作出了榜样。《晋祠铭》就是
他的力作之一，这是他撰文并书写
的颂扬李唐王朝远祖、周武王次子
唐叔虞丰功伟绩的碑文。太原是

李唐起家的地方，李世民作《晋祠
铭》一方面是证明其政权的正统合
法性，一方面则是宣扬李唐王朝的
文治武功。“承文继武”“经仁纬义”
既是对先祖的颂扬，也是对自我的
期许，历史证明他做到了——以武
力得天下，因文化而流芳。《晋祠
铭》以含蓄温雅、自然率意的行书
写成，向世人展示了李世民的书法
功力，同时也开了以行书写碑的先
河。 （转载自《学习强国》）

张强，1990年出生，斋号悟堂，
现为内蒙古书法家协会会员、市书
法家协会理事、乌达区书画院院
士。张强自幼酷爱书法，临池不
辍，涉猎诸体，尤以楷书、行书、隶
书为佳。

其作品2016年入展第六届内
蒙古自治区书法篆刻作品展；
2017年入展“草原儿女心向党”庆
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全区
书法篆刻作品展，获第五届内蒙古

职工美术书法摄影创作奖二等奖；
2018年获“中国梦·劳动美·改革
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区职
工书画展一等奖；2019年入展“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第七届内
蒙古自治区书法篆刻作品展；
2020年获“六盘山杯”全国书画大
展二等奖；2021年入展“宋湘杯”
全国书法大展，获“让世界看见秦
岭”书画摄影大赛一等奖；2022年
获首届“龙藏寺杯”全国楷书书法

大赛三等奖、首届“王羲之杯”书法
艺术大展提名奖，入展第二届“于
右任杯”国际草书大赛、首届“青川
木牍杯”全国隶书书法大赛、“沈尹
默杯”全国书法篆刻展、“瀚华杯”
首届全国书画大赛、“力速数控杯”
首届全国行书书法作品展；2023
年入展全国第三届临帖展；此外还
获奖、入展全国、省、市各类书法比
赛50余项。

（斯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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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书法家们一致认为，临摹
对书法入门和提高都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日前，我市书家刘繁海接受了记者
的采访，谈了学习书法的心得与体会。

1968年，刘繁海出生在老石旦煤矿
一个普通矿工家庭，父亲上过高小，毛笔
字写得很好。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
喜欢写写画画。

1990年到1992年在中国书法函授
大学乌海分校的两年里，刘繁海认真学
习，刻苦临习古人碑帖，钻研书法理论知
识和技法，完成了中国书法史、中国书法
艺术鉴赏、中国书法理论研究、真草篆隶
名家名帖临帖、创作等课程。两年的光
阴没有白费，他不仅学到了很多理论知
识，书法技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通过
理论考试和创作后，他在1992年加入市
书法家协会，1995年又加入了内蒙古书
法家协会。

谈到学习书法的技巧，刘繁海说：
“不少人在习练书法的过程中，花费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收获甚微，甚至
感觉到停滞不前，于是对书法艺术逐渐
失去了信心。在多年的学书教学实践
中，我认为基本把握好五种技巧就能提
高书法临帖、创作水平。其一，临摹不
等于依葫芦画瓢。书法习练者经过一
段时间的学习都有一种感受，和字帖原
貌很像，离开字帖写一篇古诗词就没有
字帖书体的味道了，为什么？一是缺乏
对书法内涵的理解，二是没有对单个字
体结构和章法之间纵向和横向、错落规

律性的认识。其二，运笔中手指和手腕
发力的默契配合。写字的终端发力部
位就是手指和手腕。传统书法练习，要
求先学会枕腕写字，再到悬腕运笔。不
管是枕腕还是悬腕，笔管都是在手指与
手腕之间迂回。写字的时候腕力不能
太大，要根据书写的字体大小、粗细来
顺势而为。比如说，如果写中楷字，手
腕用力太重，手掌容易僵硬，手指的运
动不够自如，写出来的字体笔画生硬。
注意看一下毛笔的执笔方法，就不难发
现，手腕在书写过程中，起到了关键发
力支撑点的作用。因而手腕的灵活度
直接影响着书写的自由度。书写的字
体越大，对手腕运力的灵活性要求越
高。所以，习练书法刚开始不要急于求
成，要先对握笔、捻笔、挥笔的技巧进行
训练。在书写点、横、竖、撇、捺、钩、折、
提等笔画的过程中，去领悟手腕和手指
之间的默契配合。其三，笔锋的综合运
用不够熟练。毛笔书法与硬笔书法不
一样，笔锋是书写字体的主要部分。如
何运用好笔锋，是写好书法的关键，笔
锋有藏锋、露锋、中锋、侧锋等运笔法，
还有提笔、顿笔、按笔、驻笔、折笔等技
法。笔锋的综合运用是否娴熟，在书写
笔画的线条时，内行人很容易辨别出，
笔锋的运用很有讲究才能写出韵味。
其四，把写字基本功融入章法中。刚才
在上面的三点，都讲了如何用笔写字的
技巧，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技巧就是
把写字的基本功融入书法的章法中。

因为单个字写好了，还不算有水平，要
放入到整幅作品中去检验，才算是书法
水平。所以，平时除了练习基本字体的
笔画和结体之外，还要多观摩古今名家
书法作品，看人家是如何协调整幅作品
中每一个字的。其五，提升书法的审美
情趣和艺术内涵。书法艺术高雅、简
约，每种书体风格都不同。不论是篆
书、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笔画万变
不离其宗。学书法，要有容人之心，就
是对不同风格的字体有包容心理，不能
一味地贬损别人的作品这不好那不好，
唯独自己的好。书法不仅有形，更要有
神，要形神兼备。如果习练书法没有把
握这5种技巧，呆板机械地去练习，投入
再多精力和时间也难有进步。好不好，
不是某个人说了算，也不是哪一派说了
算，而是人民群众认可才算王道。书法
艺术的审美情趣，首先一条就是，书法作
品给人看起来舒服、养眼、易识别；其次
是笔画符合大众审美观，章法精妙、气势
如虹，对人的视觉有冲击力、震撼力。”

刘繁海说：“学海无涯，中国书法
艺术博大精深。走在书法这条路上，
希望通过不断的努力，取得更大的进
步，为中国书法城·乌海建设贡献一份
力量。” （斯琴图）

刘繁海浅谈书法心得

草书 录岳飞《满江红》

行书 录黄庭坚《水调歌头·游览》 行书 书存室有联 楷书 录聂荣臻《忆平型关大捷》 隶书 录李白《王右军》

张强在入展的个人作品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