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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张家口地区的书法创作加以讨论，展现该地域书法创作脉络的发展演变。张

家口当代书法创作经历了对书法经典的依附性逐渐弱化，书法创作的主体性不断增强川人看重书法创作功力向

追求意蕴和意趣转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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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作为历史名城，富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自

古就与书法艺术有不解之缘。在中国书法史上对隶

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成为隶书发展阶段中标志

性人物的书法家王次仲即为上谷郡(今张家口市怀

来县大古城附近)人。在张家口蔚县和宣化，建国以

来先后挖掘出上至汉唐，下至明清为数可观的基志

碑刻和先人墨迹，其中一些有较高的文物和艺术价

值。如蔚县西合营镇南杨庄村现存的元代大书法家

赵孟颊书写的《蔚州杨氏先莹墓碑 >>[IJI05 以及在宣化

县的地下文物发掘中出土的同为赵孟颊所书写的

《贾柔神道碑>>，都堪称赵孟颊书法的上乘之作。赵

孟烦的好友，同为元代大书法家的鲜于枢，其祖籍也

在张家口源鹿县。明万历四年(1576 年) ，明代大书

画家徐渭应宣化巡抚吴兑之邀来到宣化，在这里生

活 3 年之久，写下数十篇赞咏壮美山河和互市开放

的诗篇[勾583 。此外，张家口大境门一带曾是文化集

聚之地。在东太平山的山崖上原有明代"蒙海朝宗"

和"华夷界限"的摩崖石刻;在大境门外正沟有清康

熙五十二年(1713 年)"内外一统"和"万国来朝"的

摩崖石刻。最著名的当是大境门城楼上的"大好河

山 "4 字，其字系颜体，大气磅睛，为民国时期察哈尔

都统高维岳于 1927 年所书。以上都显示了张家口

在历史上与书法艺术的深厚渊源。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张家口市群艺馆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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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研究组"，拥有 10 余位著名书法家，开创了张

家口有组织地开展书法活动之先词。 20 世纪 80 年

代，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不久，"张家口市美术、书法

与摄影工作者协会"便应运而生。之后，伴随全国性

"书法热"的不断升温，张家口的书法创作日趋繁

荣[IJ阳。当下，全民族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有目共睛，

张家口的书法创作更加活跃，出现了一批深具实力

且颇负影响的书法家，其中一些名家还出版了带有

总结性的书画艺术集。另外，他们还在相关的篆刻、

国画和艺术评论等领域成就斐然，显示了优异的创

作资质和巨大的艺术潜力。然而，迄今为止，对张家

口当代书法创作理论的关注仍较为零散和片面，缺

乏整体的梳理和探讨，这与目前其在艺术实践中取

得的成就不相称。

基于此，对张家口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书法

创作加以讨论显得十分必要。笔者希冀通过对个体

创作实践的梳理，达到对本地域书法创作脉络演变

的整体把握。为了便于阐述，根据书法家们不同的

年龄阶段及艺术风貌的差异性，将张家口当代书法

创作的中坚分为 3 代。文章在每个阶段选取一些具

有代表性的书法家。由于笔者研究水平有限，列举

基本局限于张家口市的书法家，所属县区的书法家

暂不作为主要的讨论对象。

第一代，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 80 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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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艺术上己较为成熟，具有一定影响的书法家，

如王慕乙与刘天瑶等。

王慕乙( 1926-201日，又名慕伊，河北正定人。

作为张家口当代书坛较早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在

1977 年他会同其他 8 位书法家成立了张家口市第

一个书法艺术团体一→"书法研究会"，后又成为张

家口市书法家协会的首任主席，为张家口书法的普

及与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先生楷、行、篆及隶各体

皆能，尤其以功力深厚与别具面目的大篆和行书著

称于世。王慕乙初临颜真卿与柳公权，后及欧阳询

和黄庭坚，于"二王"、张旭、怀素及米帘的书法浸淫

尤深，篆隶则以《散氏盘》和《石门颂》为法。其大篆

融入隶书与草书的笔法和结构，使经典大篆原本圆

润浑融的线条有了曲折、断续及粗细的明显变化;大

篆的结构与章法也由规矩对称和均匀布自变为参差

错落，疏密相间。王慕乙的行书又融入篆书与隶书

的笔意，跳荡多姿而不失奇崛。通观其书法，苍劲老

辣，颇具金石昧，具有较强的节奏感和视觉冲击力。

刘天瑶(1934-2006) ，字济环，号然者，河北深州

人。刘天瑶一生酷爱书画艺术，于此道孜孜以求。

虽主要以写意花鸟和山水名世，其书法亦极可观。

刘天瑶的书法广纳博采，于汉隶(((张迁碑>>((曹全碑》

与《史晨碑>>)及魏碑(((张黑女碑》和《张猛龙碑>>)浸

染尤深，又喜近代吴昌硕及吴大激书法。从取法对

象可以看出，刘天瑶在书法艺术上追求的是一条不

事雕琢、漫长艰苦却又蕴含极大发展空间的书学道

路。其书法(尤其是隶书和魏碑)朴厚雄浑且古拙典

雅，这与其画作的风格在本质上相一致。

以王慕乙和刘天瑶为代表的张家口老一代书法

家，虽在创作上各具面目，但在看待传统与个性的关

系上则更加看重前者，且其创作个性的彰显是以体

现传统为前提。这在刘天瑶身上格外突出。从其出

版的书画集《刘天瑶书画集>>( XlJ炳森题签)可以看

出，他临摹古人的功夫十分深湛。如其对《张黑女墓

志铭》的临写，此碑兼融南北书风，刚柔并济，称誉中

国书法史，对其临摹的难度是公认的。刘天瑶的临

写不仅形似，在很大程度上也达到了神似，确属不

易。由此可见其对传统的重视。王慕乙的书法对书

法经典尤其是大篆书写形态的改造十分成功，但这

种融合改造依然不离大篆原本，显得格外有分寸。

这些老先生的书法是在充分尊崇传统的前提下，对

书法经典进行有限的调整，且在这种调整中，其个人

性情以细微释出的方式得以表达。

第二代， 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成名于 80 年代

末与 90 年代初的一批书法家，如李根茂、蒋鹏和白
A A • 

秀年等入。

李根茂(1 953-) ，河北蔚县人。作为当下张家口

书法创作界的领军人物，其草书创作尤为引人瞩目。

李根茂的书法从颜真卿与柳公权的楷书入手，其行、

草书以王善之《兰亭序》和《圣教序》为法，对晋唐以

下及至明清"二王"一脉的存世墨迹揣摩深入。又嗜

汉碑，旁涉简牍与吊书，于《石门颂>>((西狭颂》及《好

大王碑》等用功尤勤，后学清代书法家何绍基。正如

邢志军评价，"吸收其线性丰富，结体多变，开张舒朗

的优长，克服其颤笔与鼠尾，将其曲折的线条拉

直"tuo 李根茂将隶书笔意融入行书与草书的创作，

将汉碑的端实厚重、简牍的奇拔质朴与行草书的飞

动空灵相结合，形成了朴厚而飘逸，节奏感甚强的书

法创作风格。尤其是李根茂的大草书法，结体与章

法浑然天成，笔法和墨法的运用流畅连绵且变化多

端，书法线条质量颇高。在行草书的创作上，李根茂

选择的碑帖融合的道路是成功的。

蒋鹏(1953-) ，别署江鹏或汉风楼主人，北京昌

平人。作为国内颇有影响的篆刻和书法家，蒋鹏书

法艺术的取向颇具特色"其书法以篆、隶、简、魏为

主要书体，所作凝练质朴、点化精妙，谨严而不失灵

动，古拙而不失峭厉。尤以篆书浸淫最深，广搜鼎、

镜、泉、砖、简等各类篆书，兼采井莺，增减有方，其篆

书风格，正中求奇、异影纷呈。大篆雄浑古朴、秦篆

方正奇倔、汉篆醇厚华滋，其所作鸟虫篆书法，将周

秦两汉鸟虫篆书法的装饰意蕴，用写意的笔触及现

代审美观念的方式，表现的墨酣笔畅，恐肆矫兀。，，[ 4J 

其中，尤以鸟虫篆书法于书坛独树一帜。蒋鹏的鸟

虫篆书法，通过将隶书与草书的笔意融入周秦两汉

鸟虫篆的方式，化解了经典鸟虫篆过于造作的装饰

性、重复性和对称性，赋予其结构与线条以自然变化

的写意特征，从而将这种在中国书法史上处于边缘

的书体与书法创作的主脉相续接，并赋予其新的风

貌。在传统篆书体式中融入新的元素，体现自家面

目，再鹏延续了前辈王慕乙的创作道路。

自秀华(1954-) ，河北宣化人。白秀华的书法有

较为扎实的楷书功底，尤其对赵孟颊楷书漫淫尤深。

此外，其取法又不拘一格，故不论笔涉何体，都能写

出自家面目。尤其是行草书的创作，通贯大气且凝

厚老辣，既具明清诸大家(如王锋、徐渭和傅山)风

采，又不为前人书迹所围，别具一种自在畅达之情。

通过笔墨达到个人性情的释放，在白秀华笔下尤为

突出。

通观李根茂、蒋鹏和白秀华等书法家的作品，可

以发现以他们为代表的张家口第二代书法家更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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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创作个性的彰显。如同样都是对篆书的改造，王

慕乙以大篆为本，而蒋鹏却将鸟虫篆纳入创作视野

中，以写意的笔法出色地加以改造，个人性情更加丰

沛;同样写行草书，王慕乙笔法、墨法、结构与章法的

变化老到沉稳，而李根茂和白秀华的行草书则笔触

跌者多姿，墨色渴、饱、枯及润相间，对空间的切割排

布对比强烈。较强的形式感使书写者咨肆与沉郁的

个人意态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

第三代，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 90 年代中后

期开始产生影响的一批书法家。他们是当下张家口

书法创作的中坚力量，如丁建强、邢志军与徐印风等。

丁建强(1964寸，别署见强，河北张家口人。丁建

强艺术天分颇高，在篆刻、国画及书法诸领域均取得

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其中，他又对国画和篆刻倾力较

多。三者的艺术风格在丁建强的创作中具有内在的

一致性。因此，从丁建强的篆刻与国画创作切人，是

理解其书法创作特色的一个较好的视角。丁建强的

篆刻起初取法先秦古笙①，其后又于瓦当、砖刻、陶刻

与铭额中寻求艺术创作的灵感，注重印章气势的整体

把握，意象挥融，古茂质朴。在印稿的设计上，他强调

即兴起稿的随意性;在制印过程中，他力避为技法而

技法，用刀不拘冲切，讲究刀痕的弹性与力度。对中

国古代民间篆刻艺术的关注与喜好，以及在艺术实践

中对创作主体性情表达的看重，都体现了丁建强追求

率真与活脱的审美取向。与其印风相一致，丁建强的

绘画在清新雅丽风格的基础上，弃甜俗而取苍古，求

真味却远机巧，力求超然物象与直抒胸臆。这种随

意、率真和质朴的审美风格同样反映在丁建强的书法

创作中。其书法，不论何种书体，线条、结构及章法的

呈现都一任自然，简净洒脱而富于意趣。

邢志军(1967少，河北张家口人。常年倾心于儒、

道文化，并对这两种文化孕育的诸种艺术形式，如古

琴、国画、篆刻及书法都有较为深厚的造诣，在此基础

上又兼及艺术评论。书法是邢志军体悟传统文化的

路径之一。反过来，他也通过中华传统文化的广阔背

景来看待书法。邢志军认为，书法创作不是技巧的炫

耀，它有赖于学间的滋养及书写者整体人生境界的提

升。书法是"道"的呈现，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个人心性

的塑造与调整，最终能够表达书写者自在的生命状

态。邢志军的书法将不同书体相融合，自然无碍，恰

到好处 F线条、结构以及章法的表达随形就势，自在老

到。学养的灌注使其作品透露出浓厚的"书卷气"，成

为其书法引人注目的审美特征。

徐印峰(1971少，又名徐印风，号山鱼，河北张家

口人。徐印峰自幼喜好书画篆刻， 24 岁时其作品就

入展"第六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和"全国第

三届中国书坛新人作品展"，成为当时张家口书法界

最年轻的同时获此两项殊荣的书法家。徐印峰楷书

初习颜真卿《多宝塔》和《颜勤礼碑));隶书习清代金

农，后上溯汉碑与汉简，于《石门颂》用力颇多:行书

宗二王，兼及章草;近年又倾心于六朝墓志。徐印风

的书法创作将碑帖结合，对碑的气息的融入尤为看

重，希望在线的流动中赋予书法厚重感。整体而言，

徐印风的书法较为夸张，强化墨色、线条和虚实的对

比，以增强视觉冲击力，具有典型的"现代书风"。

与之前两代书法家相较，丁建强、邢志军与徐印

峰等的书法创作在不舍弃传统的同时，有更强的创

作个性。当下信息获取手段多样便捷，信息获取数

量与质量庞大且精美，不仅极大拓展了书法家们的

艺术视野，也影响了他们在书法中处理个人与传统

关系的方式。面对其作品，观赏者已经很难在其中

明确辨析具体的书法传承，传统似乎已经成为一个

广阔而朦胧的背景。他们的书法所传达的更多是时

代变迁大背景下个人性情的张扬。正如邢志军所

言"作品中那些与传统承接的链条、延续的轨迹在

创作时被淡化、隐蔽，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作者在这

一时刻或这一瞬间的感觉、印象和精神状态。尽管

有些作品不很成熟，但有想法、有感觉，是在表现，是

在创造，而不是简单的模仿与复古。"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由王慕乙、刘天瑶(在张

家口老一辈书法家中，还应当提及张克和先生。他

书宗颜体，功力深厚，却又不为颜体所圃，能写出自

家面目。限于目前张克和先生的相关材料短缺，暂

时付诸阙如)到李根茂、蒋鹏和白秀华诸人，再到徐

印风、丁建强及邢志军等活跃在当下的少壮派书法

家，他们的创作与传统及时代的关系发生了不同程

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可以概括为:对于书法经典的

依附性逐渐弱化，书法创作的主体性不断增强;从看

重书法创作的功力向追求意蕴和意趣转换。

张家口当代书坛的这种变化和中国书法的整体

变迁相吻合。随着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

活节奏不断加快，对获取外在生命体验强度的要求

不断提升，反映在书法创作中，就是更加追求整体意

象的视觉冲击力，对含蓄内敛的传统审美品格的追

求已然淡化。传统书法中处于末位的章法，于当代

书法创作中开始发挥先导作用，借鉴篆刻和绘画的

效果，力求醒目，突出效果;追求强烈的节奏感，通过

疏密、大小、方长、斜正、俯仰、正侧、折转与藏露等多

角度的对比，追求抑扬顿挫的节奏感 p 墨法多样变

换;不满足于单种书体的直接书写，无论行、草、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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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往往融合其他书体的元素 。 当代书法"打破传统

的法规，以时代的观念来重新认识书法的性质 。 以

现代人的审美感，来寻求书法的新表现手法。 如果

论及它在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它依然主张继承

优秀传统，只是己不着眼于法的具体规范之中来一

摘取 。 相反，要打破它的千年桂桔 。 它的继承，乃

是从传统书法的境、蕴、气、神、理、哲等内核骨质上
来掘取，并进行新的开拓"[51 6日 。

不难看出，张家口当代书法创作，尤其是第三代

书法家的创作，基本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进行

邢志军行草书王维4山居秋瞟P

这幅作品中点与线的界限不再明确，不再要求笔

画构成的具体形态。书家在情绪的催动下，缘情走

笔，满洒风流 。 通篇书法的基调简练、朦胧且带有"诗

化"的审美意蕴，并不是将欣赏者引向细致精密.而是

赋予其一种与诗歌本体相契合的意趣甚至是暗示。

应当看到~ .当代书风主体性的凸显和对书法技

巧的高度关注紧密联系 。 相比繁复的性情表达需要

多样化的技巧作保证，当代书家往往不停游走于各

类书体和各代书法家之间，通过对不同艺术资源的

癫取与拼合，达到"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在这个过

程中，人们往往忽略了技巧背后文化的滋养、个人生

命境界的提升以及在此基础上与古代法帖深入的

"对话" 。 毕竟"技巧是不是艺术的有机组成成分，并

不在于技巧本身，而在于运用技巧的人，是在什么样

境次中对待、运用乃至创造技巧 。 应丁解牛，伺倭承

明所体现的枪熟技巧并不是对有关事实的积累，也

不是拼命地起用自己的肌肉和外部感觉，而是对隐

藏于各种多样复杂，表面差异极大的事物之中的一

致规律的和谐性利用，通过这种利用，形象和神采、

造化和心源才能紧密契合、相映成趣 "[6 ] 41 。将技巧

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剥离出来，"书法家"必将沦为

"抄书匠"，这个问题在张家口当代书法创作中也长

期存在，值得在今后的书法创作中加以省思 。

注释:

① 先.古宝是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笠印，其字体奇

说多变，刀法自然无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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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00 the Contemporary Calligraphy Creatioo in Zhangjiakou 

LI Xiang-d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bei North University . Zhangjiakou . Heb巳i 075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 he calligraphy creation in Zhangjiakou in the 1ast ccntury sincc thc 80s 

as a whole. A revi ew of the individua l creative practic巳s shows th巳 overall evolution o[ ca lligraphy creation 

in the region. The contemporary call igraphy creation in Zhangjia kou has expe ri enced two processes : one is 

thc decreasing dependence on the class ic ca ll igraphy and the increasing subjectivity of ca1 1igraphy creation; 

the other is the switch from focu s ing on the s kill and strength of the creation to pursuing the imp1ication 

and charm of ca 1ligraphy. 

Key words: Zhangjiakou; contemporary; ca lligraphy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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