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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关于当代书
坛的文化缺失问题，人们发
表了许多的讨论文章。 日益
严重的书法技术化倾向和

书法家身份职业化趋势，受
到了质疑和指责。 书法，是
中国传统文化衍生并且直

接依附传统文化而成长的

一门艺术，它的存在和发展
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所
以，当书法艺术赖以生存的
文化土壤出现"水土流失"的
现象，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担
忧的事情。 基于这样的状况
并为此而思考，我对有学问
的书法家， 就特别地留心，
而傅爱国先生无疑是我关

注的对象之一。

傅爱国先生是一个集

人文学科教授 、 文艺理论
家 、书法家于一身的 "学者
型书家"。 不言而喻，这使得
他的书法中多了许多文化

含量，他所具有的文化底蕴
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品位。 在
傅爱国身上，我们看到了书
法的文化蕴涵。

傅爱国多年从事高校

艺术概论 、 艺术美学与批
评、艺术教育学和书法篆刻
等课程的教学，这是他的职
业或者说专业。 作为教授，
他尽职尽责，出色地完成了
各项教学任务。 特别在书法
教育实践和书法教育理论

研究上， 都有可喜的成就，

是安徽省的佼佼者。 他的论
文 《1949-1994 年书法教育
理论研究评述 》入选 "全国
第二届近现代书法理论研

讨会"，《高等教育： 金石书
风的传承纽带》入选在日本
东京举办的"第四届国际书
学研讨会"； 他被安徽师范
大学艺术学院聘请为客座

教授；他曾先后担任华东师
大出版社全国统编教材《教
师书写技能与书面表达训

练》副主编和国家教育部门
本科院校艺术专业十一五

规划教材《书法篆刻》主编。
在高等教育岗位上，从教师
到系主任到副院长，他一步
步地走到今天，付出的劳动

可想而知。 也正是由于他书
法教育方面成果丰硕，2005
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换届，他
当选为中国书协教育委员

会委员。 次年第二届"中国
书法兰亭奖 "评选 ，他获得
了"教育奖"三等奖，这是一
个了不起的殊荣。

在社会上，许多人都知
道傅爱国是安徽省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巢湖市书法家
协会主席。 他的书法，流传
很广，为人们所熟悉。 但不
为人了解的是，他是一个在
创作和理论上都颇有建树

的"双栖"人物。 早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不断提
高书法创作水平的同时，已
经对书法理论开始进行探

索研究。 这一时期，我国的
书法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
九十年代初，傅爱国与他的
同事合作编写了《古书论精
华译评》（黄山书社）。 在我
看来， 做这样一项工作，对
他来说十分重要，借这个机
会，他对中国古代经典书法
理论，进行了一次重新学习
和系统梳理。 之后，他开始
不断地在 《中国书法》、《书
法研究 》、《美术观察 》、《书
画世界 》、《书法 》、《文艺理
论与批评 》、 《文史知识 》、
《文艺评论》 等专业杂志和
报纸 ，发表学术文章 ，先后
有百余篇数十万字。 他的学
术论文还多次参加全国性

理论研讨会，入编在多部学
术专集里。 他在文艺学和书
法理论研究上达到了一定

的影响，在安徽书法理论圈
子，他成为实际的"领头人"。
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成

立 ， 他不负众望当选为理
事。 这期间，他曾参加北京
大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中国书法文化大观 》
的撰稿，并且又先后与
他人合著 《书法通解》
（安徽美术出版社 ）、
《绘画书法鉴赏》（华东
师大出版社）； 他的论
文 《邓石如论 》获安徽
省首届社科联社科研

究优秀成果奖 ；《其小
无内其大无垠》获安徽
省文联首届"文艺评论
奖"二等奖。 论文《书秉
金石以碑化帖》、《直书
勇气责任感》、《孤独生
命体验中的艺术升华》
分 别 于 2000、2004、
2007 年度三次获中国
文联" 文艺评论奖"三
等奖……

今天 ，书法 "从书
斋走向展厅"， 书法创
作在展览机制的影响

下，更加注重技术层面
的分析和展示 。 我认
为，书法"竞技"是书法
艺术的"异化"，书法艺
术与生俱来的文化品

格正在随之逐步地消

解。 刘熙载说：" 书也
者，心学也。 心不若人
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
无所宜矣 "（《书概 》）。
可怕的是，人们急功近
利，对这样的"竞技"活
动趋之若骛 。 我们看
到 ，许多的当代 "书法
家"， 已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文化人，文化传统
在他们已经很陌生了，
书法家的身份越来越

专业化和职业化。书法
离开了它原本得以产

生和成长的土壤 ，成
为"无土培植"，产品的
品质随之下降。 古人张怀■
说，" 论人才能， 先文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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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 有着自觉的意识，
他们通常能够把握住自我，
而不至于因为缺乏主见去

随波逐流，趋炎附势；而且，
他们强调自由地传达情感，
不会在点画上斤斤计较，矫
饰做作，即使有技法不到位
的地方， 它也是气韵生动，
格调高古 ，真正做到 "妙在
性情， 能在形质"（包世臣)。
在傅爱国先生的作品中，我
们看到， 他的书法创作，是
其心灵流泻而迹化的过程。
他所表达的，是他的审美意
趣 ，是他的学养观念 ，是自
己的气质，自己的性情。 他
的书法 ， 没有对时尚的追
逐， 没有对世俗的献媚，也
不特别地强调表现个性，夸
张形式，更多地是自然而然
地书写，得心应手地表现襟
怀，进入一种比较纯粹的艺
术创作状态。

钱仲联先生说过，书法
一道，非限于书法而为书法
也，必与其人之学问德业等
息息相关。 书法作品是人的
精神的物态化形式，书以神
采为要， 神采是人的气质，
但求技法，是不足取的。 在
傅爱国的书法中，我们理解
了书法的本质，发现了书法
的情趣，看到了书法的理想
境界。

读书写字的学者型书家
———傅爱国先生在当下书坛的意义 ■ 王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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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爱国，男，1957年11月出生。笔名甫

艾，号褒禅山人、半城子。现任巢湖学院副院

长、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安

徽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理事，巢湖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分别受聘担

任安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安徽工程大学硕士

研究生导师、淮北师大书法研究所研究员、安

徽黄宾虹画院副院长。

长期从事高校艺术概论、书法篆刻、艺术

美学与批评、艺术教育学等专业课教学，潜心

艺术理论研究和书法创作。曾参加北京大学出

版社"国家八·五重点图书"《中国书法文化大

观》撰稿，先后与他人合著《古书论精华译评》、

《书法通解》、《绘画书法鉴赏》，曾担任华东师

大出版社全国统编教材《教师书写技能与书面

表达训练》副主编和高等教育 "十一五 "全国

规划教材《书法篆刻》主编。在《中国书法》、《书

法研究》、《美术观察》、《文艺理论与批评》、《文

史知识》、《文艺评论》、《装饰》、《书法》、《书法

世界》、《中国改革》、《理论与学习》、《学术交

流》、《光明日报》、《书画世界》、《解放军艺术学

院学报》等各种专业刊物公开发表学术文章百

余篇。论文《邓石如论》获安徽省首届社科联社

科研究优秀成果奖；论文《书秉金石以碑化

贴》、《直书勇气责任感》、《孤独生命体验中的

艺术升华》分别于2000、2004、2007年度三次

获中国文联 "文艺评论 "奖三等奖；论文《其

小无内其大无垠》获安徽省文联首届文艺评论

奖"二等奖"。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国家和省级

各类书展和出国展及在各级专业报刊发表，并

有获奖和被各种纪念堂馆收藏。1998年当选

为全国九届人大代表；2003年被评为首届"安

徽省高校学科拔尖人才；02年获中国书法家

协会"德艺双馨"会员；06年获第二届"中国

书法兰亭奖·教育奖"三等奖。

■中国画·笔墨舞蹁跹 ■书法·刘禹锡《陋室铭》草书立轴

■中国画·山水立轴

2011年5月26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