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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题字 李刚田

不老村麦饭石矿泉水

源于北京长寿村!!!不老屯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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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家

李刚田!

!"#$

年
%

月生!河南洛阳人" 其

书法篆刻作品及论文多次入选国内外重要的

专业活动! 多次被聘为全国重要书法篆刻活

动的评审委员" 著有 #隶书教程$%&篆书教

程$%&篆刻教程$等
&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

事%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西泠印社理事%

书法研究室主任!&中国书法$主编'

#$%&'()* +,-.

大概因为刚田在篆刻创作方面

获得的荣誉太多太多!以致人们在心

目中把他定格在篆刻家的位置上!而

较少论及他的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
!

这不能不影响对刚田的整体认识"

孙其峰先生在刚田第二本篆刻

作品集的序言中有一段极其中肯的

话#$刚田固然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

的治艺者!但在我的印象里!他首先

还是一位篆刻家!其次才是印论家和

书法家%由于他对印史&印论的精通!

导致他治印水平的高超"同时也正因

他治印实践的丰富和深入!又促使他

在印论上取得新的成就!当然他的书

法成就也在起着与印艺相互生发&相

得益彰的作用" '这段话指出了刚田

治印&作书及理论研究三者之间相互

生发的辩证关系#实践深化了理论认

识!理论认识反转指导实践(书法增

益篆刻的笔墨情趣!篆刻增益书法的

金石意味!三者形成相互支撑的鼎立

三足!共同构成刚田的立体形象%

刚田是一位创作实践者!他对书

法篆刻理论的研究是立足于实践基

础上的!所以他的研究不是空泛的而

是充实的(刚田勤于读书!敏于思考!

所以他的研究又不是肤浅的!而是深

刻的% 如他多年前的一篇论文)论篆

刻创作观念的迁徙*! 把篆刻艺术发

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对三个阶段的

创作方法&作品形式&创作理念&作者

队伍进行分析与比较!从历史的角度

揭示了篆刻创作观念的必然走向!显

示出他治学的能力%后来他又发表了

许多论文!研究日益广泛% 在许多文

章中!他对过去的$定论'和人们习惯

的$公论'发出质疑!提出了新颖独到

的观点! 曾受到不同程度的非议!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被书界同道接

受!更足以证明他研究的创见性% 近

年来!他的)石鱼斋论书信札*&)石鱼

斋印话*&)宽斋读书笔记* 等系列文

章相继问世!一篇一题!一题一议%从

表面上看! 这些文章似乎既少考证!

又少妙想! 却是创作思考的真知灼

见!丝丝入扣!鞭辟入里!使读者大获

收益%这样每年不紧不慢地发表十余

万字!如今他的案头已积稿盈尺%

总的看来!如果以书法艺术的文

人意味&金石气息和美术趣味去观照

刚田的书作!可以说其长处在于笔下

行间所反映出的金石书卷之气!而相

对少一些美术性的趣味%他的追求不

是那种粗头乱服式的野趣之美!而是

表现出$硕人颀颀'的落落大方之美!

他对于艺术!不是如今所说的$玩书

法'!而是如古人所说的$敬事'二字%

他的作品追求外在的静感与内在的

动势!似乎不激不厉!却是造险和救

险的组合!雍容大度的仪表蕴含着睿

智的谋略!有条不紊的旋律回荡的高

度统一!反映出他极强的创造能力%

刚田的隶书独具风格! 这在河南

的大氛围中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隶书

是河南书家的强项! 几位在当今书坛

具有影响的书家! 无不擅长隶书且各

备一体%刚田避开别人的路子!在张迁&

鲜于璜&礼器&曹全诸碑中寻觅所需!于

孔彪碑得力尤多% 由于他对汉碑的研

习广泛而又深入! 汉碑的字法结构能

谙熟于心! 所以他的隶书结构直接汉

人!笔端纯正而无后世夹杂!得汉人醇

古气息% 但在用笔上他没有止于汉碑

斑驳的石面上!而是深究汉人简牍!借

鉴清人墨迹! 体味古人下笔的自然之

态! 跳出石刻而表现毛笔运行的丰富

变化% 他的隶书用笔稳健中见恣肆!最

终形成看似平淡!实则变化多端!看似

稳实!实则宕逸飞动的风格% 特别是近

期的隶书!又平添出几分老辣与朴茂%

篆书本来就是刚田的强项!他通

晓汉印文字!对于汉碑额及诸多古器

物文字均有深入的研究%就他的小篆

而言!用笔本多灵动随意!加之露锋

落笔!更觉洒脱不拘% 如果说赵之谦

的魏碑笔法是构成其篆书特色的重

要组成部分!刚田借鉴秦&战国简帛

书的露锋落笔也是具有同等意义的

创造!强化了恣情任性的意味% 但他

的线质沉稳且多方意!仍将动与静定

位在一个适当的度上% 字法上!他吸

收了许多印章布字的技巧!善于运用

排叠! 重视疏密变化的对比之美!寓

机巧于娴熟之中!与他的笔法和谐地

构成属于他的风格%篆书创作中结构

的装饰之美与表现的自然意味是一

对难以协调的矛盾!在刚田所写的金

文&小篆&简牍篆书之中!结构美而不

妍!用笔朴而不肆!使之得到和谐统

一%我们看他最近以战国楚简帛书为

基础的一批篆书创作!将楚篆奇诡多

变的字形以丰富的&不乏草情隶意的

笔触去自然表现!从而创造出一种奇

古而又生动的篆书艺术!使人耳目一

新!展示出他的创造能力%

比较而言! 刚田于楷书用功最

勤!虽屡经改体!均有其扬弃中的保

存!实属多年积淀的产物% 楷书创作

之难!一方面在于要有大量的临池积

累!只有$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

襟'!才能$潇洒流落!翰逸神飞'!而

如今能下此寂寞功夫者鲜矣(另一方

面一成不变地去写颜&柳&欧&赵某一

体!或株守于历代某一名碑帖!也失

去了书法创作的本质意义%刚田的楷

书能在$心不厌精!手不忘熟'之中贯

通融会而独树一格! 可谓难能可贵%

作品中他所临的 )元略墓志*&)元腾

墓志*!名曰临!实际是以古人为凭借

的创作!他以二王帖派用笔之法去写

北魏墓志体的结构!得结构欹侧与笔

触飞动结合之妙!$真以点画为形质!

使转为情性'! 刚田所书之楷可谓以

碑的结构为形质!而以帖的使转见情

性!其笔势开张!内敛外放!点画纤

有致!气韵刚柔相济!与他的篆&隶每

有相通处!呈现出强烈的个性%

他的行草书取法颇广! 总体风

格却是他楷书的行草化! 虽然其中

不乏对二王帖派一路的融合% 他曾

对宋人的行书下过许多功夫! 如米

南宫&黄庭坚&薛绍彭等!同时他对

近代碑学兴起后的大家如何绍基&

康有为&于右任&张大千&胡小石等

的行书也曾深入研究! 从前辈的用

笔特点及结字造型之势态中得到创

作的启示%细看他的行书!可以体味

到其中有广泛的包容! 又能斐然自

立! 在结构上北碑之侧与隶法之平

能无间融合!用笔不避侧险!以求骨

力峻拔之势!很有自家特色%

观其书!再去联系其篆刻与书论!

其中有一种语焉不清的一以贯之的轴

线%刚田的书&印之作并无意于求个性!

在当前创作重表现& 重形式的激流之

中! 他并不刻意追求形式上的新奇炫

目! 也无意一味求笔墨宣泄以动人心

魄% 独立看去!他的作品并无大的新奇

之处! 但当我们把刚田的作品置于这

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中去考察!在与当代

书家的比较之中!他的创作个性一下子

就凸现了出来!其无奇之处正是他异于

时人之$奇'!他不去背离传统而另起炉

灶!而是努力在传统之中找到弘扬自我

的基础%如他的作品中选入了为数不少

的临书之作!实际其中有着顽强的自我

表现% 其临书之作是站在自我的角度!

站在时代的立场上去对古人重新解读

和重新塑造! 这种创作方法和审美观!

有待有兴趣的人去作专题研究!相信会

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刚田能在三个领域都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就! 而且都站在该领域的前

沿!诚属不易!称他通才也绝不夸张%

!

张 海

"选自#李刚田书法篆刻集$序%

有删节& 本文作者现为中国书法家

协会主席
+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
集"黄叶村#出版

晨报讯"记者 杨现富'

为纪念安徽籍著名画家黄

叶村先生逝世
"#

周年 !人

民美术出版社为其出版了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黄叶

村*!该出版社特邀请安徽省

政协副主席赵培根和北京的

部分书画家&评论家程大利&

薛永年&孙克&杨臣彬&范迪

安&唐辉&尚辉等近
$#

人参加

了
%

月
&'

日在京召开的该

集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

篆刻作品
!

云中鹤篆刻作品
!

知天命

篆刻作品
!

澄心

李刚田书法作品
!

行书中堂

李刚田书法作品
!

篆书对联书法作品
!

隶书扇面黄叶村山水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