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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

■  虚 怀 若 谷 草 书 横 幅

■  古 人 诗 行 书 横 幅

■  孟 浩 然 诗 隶 书 立 轴■  赵 翼 论 诗 行 书 斗 方

李胜洪，字坌翁，号老胜、一谷，

湖北荆州人。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

书法院副院长、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评

委、国家一级美术师。

其书法创作诸体皆擅、尤以行草见

长，兼及现代刻字艺术。作品注重意韵

表现和整体观照，结体多变，落笔纷

披，一任自然。书法及刻字作品多次入

选国际、全国性书法（刻字）艺术大展

并获奖；应邀出访五大洲几十个国家和

地区进行艺术交流。其作品、书论及艺

术评介散见于《中国书法家选集》等辞

书及国内外各专业刊物。百余件作品镌

刻于国内各大碑林，或分别被中南海、

全国政协、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

馆、艺术画廊及海内外著名人士所收

藏。2000年被中国书法家协会首批评选

为“‘德艺双馨 ’艺术家”，并荣获法

国“欧中文化交流大使”等各种社会荣

誉称号。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曾作专

题报道。

风规清远  醇和隽永
                                          ——李胜洪书法漫议
                                                                                    ■ 陆明君

当代书法的主流方向无疑集中于对传统

经典作品的继承开掘与时代风尚、个性的融合

上，如何做到既有形式与视觉上的感染力，又

不乏内在的意蕴与人文精神，是书家共同面对

的问题。而书法繁荣的背后，是热闹浮躁，或

轻狂自信，或止虑迷茫，多裹足于技术层面而

难于升华，守正者取貌遗神，创格者作势弄

姿，游离于书法艺术的堂奥之门。在有识者倡

导雅正书风，崇尚书卷气与文人风骨的呼唤声

里，李胜洪先生的书法以其风清骨峻、饶有风

规的气度，映现在了书法视界中，为颇值得关

注并给予我们诸多启示的个案。

观李先生之书，如沐清风，如临甘泉，

陶醉在一种清逸的韵致中。其书法于雅正中求

变化，结体不欹不怪而能别出新意，点画精微

却具有风云之象，开合得宜，收放自如，不激

不厉，具有一种儒雅灵和的气度，反映出了其

书法以“二王”体系为主，对经典书法继承与

开掘上的深度，并“技道两进”，具有了个性

鲜明的精神力量。李先生的书法总体而言，属

于雅俗共赏的中庸之美，然此类作品往往事倍

功半难于免俗，须具“平中见奇”之化功方能

济事，而根本在于书家的 “灵府”之资，这

也是当代书家少涉雅正而多取“偏格”的原

因。李先生的书法能于常格中超凡脱俗，别具

风规，也充分体现出其艺术的潜质与深厚的学

养。他爱好文学，阅读广泛，于诗词歌赋、历

史典故、文艺美学、书画理论等皆曾用力，并

常发文翰之思，多有美文行世，还写有部分书

法理论文章。胸怀锦绣，才使他的书法具有了

书卷气息与文人风骨。

在书法创作上，一种普遍的现象是工于

精微者而失之于浑厚，得大气者而又失之于精

微，难有二者兼融者。李先生的一些作品中笔

精墨妙又颇具沉郁豪放之气，是极难能可得

的。这与他取法“二王”之外，又追骛颠张、

醉素、黄山谷、王孟津等兼及碑碣有关，诸法

烂然于胸，又能借腕臂之功而骋浩荡之思，笔

墨淋漓而情怀激越，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李先

生的书法工放之外，又能大小兼工，其小字灵

巧如玑珠跳荡，散淡而意趣十足；大字结体安

和，用笔沉实而具飘扬之姿，气息苍润而简

穆。今之作大字者多极尽作意，少有雅正静穆

者。康南海云“作榜书须笔墨雍容，以安静简

穆为上，雅健次之，若有意作气势，便是沧

父，凡不能书人，作榜书未有不作气势，此实

不能自掩其短之迹，昌黎所谓“武夫桀颉作气

势，正可鄙也⋯⋯”康氏论书多有偏激，而此

论诚为中的之言，这也是其晚年大字书法用笔

平实、提顿不甚分明而起止无迹，却天资神

纵，具有磅礴气势的注脚。李先生大字正得

“安静简穆”之旨，其静穆之气首先根源于其

雅正的书风，而唯其“正”，方能得之于大

境，所谓正大气象也。本人数见李先生榜书大

字，皆摇人心旌，而其少有展示者，君子藏

器，于斯一见。

李先生在书法上虽以雅正为主，然其本

人却是一个充满激情、富于思考与想象、具有

求新探奇精神者。正如他的性格一样，其儒雅

平和，处事练达，而又不乏谐趣与幽默，思维

敏捷，易于动情，每遇知己投合者则言语肆

放，形色毕现，显露出其艺术型的才性。他对

一切艺术形式都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不仅欣赏

与沉思其中，而且多有尝试。如在现代刻字艺

术方面，他是最早涉足这一领域并鼓动倡导和

大胆探索者，曾创办中国最早的刻字艺术专业

杂志——《刻字艺术》，并出版了全国第一套

个人刻字艺术邮政明信片。他的刻字艺术作品

主题鲜明，形式多样，“注重立意、构图以及

运用色彩的渲染、刀法的创新、肌理的表现等

各种元素来烘托主题、表达意境；他所独创的

“阳压阴”、“阴压阳”等阴阳兼刻的刀法及

肌理的独特表现手法影响了一大批后学者”。

另外，他还陶乐于现代绘画形式语言的探索，

尝试以特殊而独有的方法，去表现心中的感觉

与意境。以上诸端，都说明了其对艺术表现形

式的敏感、所思与探求。而于书法，其在表现

形式上也颇见匠心，如其对各种书写纸张材料

的尝试、与之相匹衬的书体及风格的择取、章

法构思安排等，都极具视觉感染力，实现了传

统笔墨与现代形式下的意韵融合。尤其是李先

生的周围凝聚着当代最为活跃的书法力量，并

拥有丰富而快捷的信息资源，他的书法创作近

年来始终处于激发性的状态，灵思飞动，常常

彻夜于案头走笔龙蛇，兴酣中挥洒着其才情，

倾诉着其心中的境界。

有人认为师法决定着书法作品的风格，

而那只是外在的形式，决定书家作品个性风格

与内在意蕴的，应是其天性与人生经历（包括

间接的源于书本等介质的精神体验历程）。李

胜洪生长在湖北荆州，荆楚大地，奇山胜水，

承载着太多的历史传奇与绚烂文化。童少时

期，书香门第，父母的诱导与期待，赋予了他

烂漫的情怀与艺术灵性，他是在屈平的骚歌

中，在三国刀光剑影的传奇中，在神秘诡异的

民间巫俗中成长起来的，秉赋了楚人的浪漫与

奇谲，为他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基础。青年时

期，知青下乡，后又返城从工，既渡过了稼穑

桑农、竹篱柴扉的村寨生活，又经历了机鸣车

噪、市井世态的深切体验，洞明了世事，磨砺

了意志。及其壮年，以诚笃练达而萍迹于仕

途，从荆楚到琼岛，阅尽人间况味，览遍山河

壮景。而自童稚濡染翰墨，虽历多艰，星转斗

移，却不曾辍止于追寻书法艺术的脚步。他对

书法艺术的执着与投入，几十年如一日，沉如

斯而醉如斯，不弃不离，正如其老友吴东民先

生所言：“如果说，一个人以书法诠释生命，

在笔歌墨舞中放飞理想、激情与信念，‘衣带

渐宽终不悔’，甚至可以放弃令人羡慕的仕途

的话，那就是李胜洪的书法人生。”而正是这

样的执着与经历，才使他的书法作品逾越了技

巧的层面，具有了内在的人文精神和个性品

质。

李先生自己曾说“尤其是近年来，我越来

越觉得常会有灵魂出窍：‘我’雄鹰展翅般在

无际的碧空遨游，‘我’在夜深人静之际潇洒

地超越时空与古人谈书论法，‘我’就前世、

今身以及未来，向茫茫苍天提出茫茫的询问。

而书法便是‘我’的‘游记’与‘笔录’：或

振迅豪荡，或湿润儒雅，或逍遥，或狂放。对我

来说，书法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世界观，甚至

是一种生活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这种对书法

的休戚与共的情感让我们感动，而其骨子里对艺

术追求的自信与狂气又令人敬服。有此一种心

性，秉赋着那样一种浪漫奇谲的楚人情怀，又有

八法精备的腕底之功，更身居书法的殊要位置，

我们期盼着李胜洪先生未来书法艺术更为绚丽的

天空！

    央视兰亭拍“曲水流觞”再现当年风流雅事
2009年5月13日，中央电视台在中国书法圣

地兰亭拍摄“曲水流觞”活动，特邀书法报社、

湖北省文联的有关领导及绍兴部分著名书画家参

加拍摄活动。上午九时许，中央电视台在曲水溪

畔架起摄像机，于是，湖北省文联副主席熊召

政、书法报艺术博览主编于宁及兰亭书法博物馆

馆长俞革良、兰亭书画研究

院院长祝人良、政协山阴书画院副院长徐志

贤等10余位书画名家身着晋装，围坐在曲水溪两

旁饮酒作诗，再现当年风流雅事。

                                       自《中国书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