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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月如眉挂柳湾　越中山水镜中看 

———简评曹隽平新作《抱朴求真》之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

范进军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曹隽平的《抱朴求真》共四册，内容涉及书法作品、书法理论、艺术批评、收藏考据和采访交游等。其书法艺术作品
华美而不乏骨力，流丽而不落甜俗，森严法度中呈现高雅，流畅秀逸中蕴含静气，表现了一种宁静、恬淡、细致、平和的静态之

美。其书法理论宏观叙事与微观论证相结合，点面照应处理史料，让读者既能全面把握中国书法发展传承的宏观概貌，又能

深入体察不同书家在书法史上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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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６月，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文艺中
国》主编曹隽平同志的四大册巨著《抱朴求真》。

这四册书分别为《抱朴求真》之“纵是馆阁亦风雅”

“淘尽黄沙始得金”“人文自古重精神”和“江山代

有才人出”。其内容涉及书法作品、书法理论、艺术

批评、收藏考据和采访交游等。

曹隽平同志所从事的主要职业为两种：一是大

学毕业后分配到郴州师专担任大学教师１５年；一

是２００９年参加省文化厅“百人工程”招考，以优异
成绩进入《文艺生活·艺术中国》杂志社办杂志。

但实际上，他的爱好广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其主

要爱好有３项：即“嗜古、擅书、好写作”［１］封２。他的
嗜古，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之情，这种

喜爱之情在行动上的最突出表现便是对中国古代

文化精品的收藏。他收藏的书画、古砚，不仅眼光

独特，经验丰富，而且藏品高雅，富于文人雅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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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藏的欧阳厚均的对联，被中央电视台“寻宝”

节目“走进安仁”专场评为民间国宝。他的擅书，表

现在他对书法艺术的无比执着，用他自己的话说，

“笔者自幼习书，至今三十年矣！上世纪８０年代开
始研习欧体楷书，个中艰辛，甘苦自知，尤知习欧书

之难，如登蜀道，真可谓难于上青天”［１］５６。道路虽

然艰难，但他仍旧甘之如饴，最终取得骄人的成就。

他的好写作，表现在几大本评论、考据、采访文章

中，不仅文体多样，且文笔流畅，娓娓道来，亲切感

人。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四大册丛书《抱朴

求真》即是他三大爱好和两大职业的真实写照。本

文仅对曹隽平同志的“擅书”，谈谈自己的管见，以

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曹隽平的书法艺术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独树一

帜的视觉艺术体系，它虽然只由纯粹的点线组合，

且只由黑白两种色彩组成，但它却饱含各类艺术的

特质，充分展示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变化无极、

天人合一、和谐统一的万千世界之美。当书法作为

最初的一种书写方式发展进化为一种艺术形式之

后，就具有了一种蕴含情感价值和精神追求且视觉

冲击强烈的外在形式。特别是自汉晋以后，历唐宋

元明清及近现代，历朝历代都相继出现了独领一代

风骚，个性鲜明的代表人物和一代书风，如汉代蔡

邕，晋代二王、初唐四杰、中唐颜柳、宋代苏黄米蔡、

元代赵孟瞓、明代徐渭、清代王铎、近现代吴昌硕、

于右任、毛泽东等等，无一不是引领时代潮流的一

时英杰，至今想起，仍令人悠然神往不已。当代书

家秉承前贤遗韵，亦在各自的领域为书法艺术的发

扬光大而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青春，曹隽平先生便

是其中一员。

曹隽平的书法作品，主要收录在《抱朴求

真———纵是馆阁亦风雅》一书中。书中所收作品多

为楷书和行书。他的楷书远师唐代书法大家欧阳

询、褚遂良和元代赵孟瞓，近师欧阳中石和邬惕予，

这些人无一不是独具特色的书法大师。用他自己

的话说：“我于小楷，可谓情有独钟，数十年孜孜不

倦地学习，兴味盎然，至今不减”［２］８３。正是由于他

对楷书用力最勤，又得当代大师欧阳中石，特别是

楷书大师邬惕予的亲自教诲，他的楷书亦达到了出

神入化的境界，尤其是蕴藏在楷书作品中的那种

“悠然见南山”的静谧之气，令人流连忘返。如欣赏

他的楷书八条屏《纵是馆阁亦风雅》，不禁令人油然

而生一种静气十足，雍容自在的感觉。全文近

２０００字，华美而不乏骨力，流利而不落俗套，森严
法度中呈现高雅，流畅秀逸中蕴含静气，充分表现

了作者“那种宁静、恬淡、细致、平和的心境和情

绪［２］１１。可以说通篇作品“将静态的美表现到极

致［２］１１”。可以说，这种静态的美是曹隽平楷书的最

大特色。曹隽平的行书由于有坚实的楷书作为基

础，亦蕴含着一种发自笔端的浓烈情感和人文情

怀，他书写的《王虚州书论》潇洒娴雅，刚健劲挺，可

窥董其昌和赵孟瞓神韵。他的楷书“观书处事”联，

取褚遂良结体和王羲之《兰亭序》笔法，有意识地把

字形拉长，转折采取外方内圆的方法，撇笔按过以

后出锋，主横画采取先上扬后下抑的趋势，间架结

构优美，墨彩浓淡清晰，字体遒美劲健，每一个字都

赋予了血肉丰满的生命形象，寄予了作者观书的闲

逸意趣和处世的潇洒从容，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人

情怀。如果没有扎实的功底，深厚的学养，温和的

性格和敦厚的人品，是决然达不到如此静穆闲逸的

境界的。我们从曹隽平的文章和经历中可以看出

他的这种功底、学养、性格和人品。曹隽平博通经

史、诗文、对联，尤其精于书画掌故和收藏考证，名

师的指点，朋友的切磋，造就了曹隽平深厚的书学

功底。从他的《抱朴求真》中所记叙故事来看，便足

见他上述各方面的造诣。当然，刻苦的钻研和训练

是曹隽平书法艺术成功的重要基础。他自己说：

“在北京学习的一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这

期间我不仅临习了中国书法史上的５０余种著名碑
贴，系统地学习了书法理论，更重要的是花费了大

量时间游走于博物馆、拍卖会、古玩市场……这段

艰苦的经历，使我的书画鉴赏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

升”［２］８６。虽然曹隽平的爱好广泛，但他致力最深用

力最勤的还是书法。大学读书期间，他便担任湘潭

师范学院书法协会会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郴州师

专工作的１５年，又专职从事书法教学。在《艺术中
国》担任主编以来，他也基本上是在书法艺术的海

洋中遨游。其学书的顽强毅力，比古人有过之而无

不及。明解缙《春雨杂述·论学书法》记载：“张芝

临池学书，池水尽墨；钟丞相入抱犊山十年，木石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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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赵子昂国公十年不下楼；子山平章，每月坐衙

罢，写一千字才进膳”等古代学书的感人事例无不

激励着曹隽平。他就象清代书法家邓石如一样“每

日昧爽起，研墨盈盈，至夜分尽，寒暑不辍”，倾其所

有精力，在书法的道路上求精、求变。正因为如此，

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才达到如此惊人的高度。我曾

经为他的书法艺术作品写过一首嵌名联：“隽永飘

逸苦求二王真谛，平和静雅深得四杰法门”。可以

说比较妥当地表现了曹隽平书法艺术追求和特色。

　　二　曹隽平的书法理论

曹隽平不但在书写技艺上刻苦钻研，而且在书

学理论方面，也探索得十分广博，对历代的书学论

著无不涉猎。如蔡邕、王羲之、欧阳询、孙过庭、傅

山、包世臣、康有为等诸多书论著作他都认真研读，

对论述精到的地方便摘抄笔记，以探索其奥妙。如

他的《纵是馆阁亦风雅》一文，便是在钻研前人书学

理论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篇“泽被书坛”的宏论。他

认为：“馆阁体以晋唐楷书立骨，既有颜真卿的大气

雍容，也具欧阳询的秀丽峭拔，亦兼柳公权的骨力

洞达，更不乏二王、褚遂良的空灵飘逸，再赋以唐人

写经、赵孟瞓的行书笔意，很好地解决了欧、颜、柳

速度较慢不能适应日常书写的弊端，融实用性和艺

术性于一体，是中国古代楷书发展的一个高

峰”［２］１。确确实实，作为馆阁体基础的小楷，是中

国书法艺术宝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实用的角度来讲，它优于其他字体而普及最广，

数千年的文化积累使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在中国书法史上，精美的小楷佳作不胜枚举，

如三国魏国钟繇的《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的《乐

毅论》《孝女曹娥碑》，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

唐代钟绍京的《灵飞经》，元代赵孟瞓的《汉汲黯

传》，明代祝允明的《叙字帖》，等等，无一不是小楷

史上的精美之作。正是由于文章立论准确，论证严

密，论据确凿，该文获得了“全国首届楷书创新论

坛”优秀论文奖。曹隽平自己也正是在这种书法理

论的指导下，涵咏于历代碑帖的书法实践中，沉浸

于小楷的精美形象中，成就了自己的书法艺术和书

法理论。也正是在这种书法理论指导下，他评论过

的书法家或书法作品数十篇，均论证有据，眼光独

到，行文流畅，文字优美。如《近现代湖湘名门书法

考》，以宏观的笔墨勾勒了近现代湖湘书法名家的

传承和发展；而《率更以后第一家》中对邬惕予书法

和诗文的分析，可谓独具只眼，恰到好处。正是这

种宏观的叙事方式与微观的论证方法相结合的手

法，以及点面照应地处理史料的手段，让人既全面

了解了中国书法发展传承的宏观概貌，又让人深入

体察到不同个体的书家在书法史上所作出的独特

贡献。没有深厚的学养和正确的书法理论指导，是

难于达到这种炉火纯青的境界的。

欣赏曹隽平的书法艺术作品和书法理论文章，

我不由得想起了唐代诗人戴叔伦的著名诗篇《兰溪

棹歌》。诗歌以清新美妙的笔触，描绘了浙江兰溪

的优美风光，其中的“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水镜

中看”描写了明亮而洁静的月光，平静而清澈的溪

水，摇曳生姿，朦胧飘缈，使人有如入仙境之感。而

欣赏曹隽平的书法艺术作品和书法理论文章，亦有

欣赏飘逸迷人的越中山水的静谧之美的感觉，我

想，这就是曹隽平书法艺术作品和书法理论文章的

迷人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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