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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年伊始，中国篆刻艺术院与《中国书法报》分期

推出“当代著名篆刻家新春吉语印集锦”。这些作品均
为中国篆刻艺术院向研究员、当代著名篆刻家和青年
艺术家以及青年学子征集的主题创作作品，以贺新春
吉语为内容，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歌颂新时代，反
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以及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景。

李远东，1964年8月生，
广东茂名人。现任广东书法
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
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第四届
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会
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五、
六、七届行书专业委员会委
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
楹联学会会员，广东省政协
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委员，
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委
员，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广东
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被聘
为广州美术学院、暨南大学、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广州大
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研
究生导师。

沉毅骏雄 坚质浩气——李远东先生的书法艺术
□ 西中文

秦戳印陶文以秦小篆为主，
个别印文参化古文大篆字形。
此外，也有不少印文明显具有

“隶变”的特征，甚至有些已是标
准的隶书形体了。秦戳印陶文
虽以小篆字体为主，但从文字书
写刻划的规范程度上来看，大多
数文字的书刻较为荒率随意，有
些字形与秦简上的字形极其相
似，应是陶工自书自刻而成的。
就字形结构来看，除了偏旁移位
和笔画增减之外，秦戳印陶文中
一些偏旁还出现了“变形”“混
同”的情形。上述种种现象对我
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秦文
字的整体面貌以及进一步研究
秦文字“隶变”和秦的“书同文
字”具有重大意义。

一、秦戳印陶文中“隶变”因
素分析

隶变，即汉字由篆到隶、由
古文字到今文字的演变，开始于
战国中晚期，六国文字中虽然也
存在一定的“隶变”现象，但随着
秦灭六国，其各自之文字及其相
应的文字演变也随之终止。因
此，即便六国文字中存在“隶变”
现象，也只是昙花一现，秦文“隶
变”才是汉字“隶变”的主流。以
往人们研究秦文“隶变”，往往把
目光集中在秦简牍墨迹之上，因
为存世数量极多且为手书俗体，
能较真实地反映当时文字“隶
变”的轨迹。但是，单以简牍墨
迹来论秦文“隶变”未免有失片
面。秦陶文大多也为秦文俗体，
其存世数量较多，可谓研究“隶
变”的又一重要资料。从秦戳印
陶文的角度来研究“隶变”，无疑
又是一种全新的视角。

裘锡圭先生在谈隶书的形
成时曾说：“在秦国文字的俗体
里，用方折的笔法改变正规篆文
的圆转笔道的风气颇为流行。
有些文字仅仅由于这种变化，就
有了浓厚的隶书意味。”确实，这
种用笔上由圆转到方折的变化，
在秦简牍文字和秦陶文中都是
极为普遍的。在秦戳印陶文中，
这种变圆为方的用笔也是随处

可见的。可以说，“隶变”最基本
的特征正是来自于用笔上由圆
转到方折的变化。变圆转为方
折，势必伴随着笔势上由曲线到
直画的改变，进而又导致新的笔
顺的产生以及笔画连结方式的
变化。这些变化正是丛文俊先
生在论及秦简牍墨迹中秦文“隶
变”时所归纳出的“隶变”的早期
特征。现在看来，在秦戳印陶文
中这些特征也同样存在。除上
述诸特征外，笔势上改垂引为斜
出以及出现超长笔画也是丛文
俊先生所认为的“隶变”早期的
重要特征。这两方面的特征，在
秦简牍文字和秦的刻划陶文中
较为多见。秦戳印陶文由于为
印面文字，故而这类特征的用笔
较少，但在一些书刻较为随意的
印文中还是可以见到此类笔画
的。如“右尚”（《秦陶文新编》687
号，图1）的“右”字便将“又”部中
间原本向下垂引的用笔改为了
横向朝右下略微斜出的超长的
横画。“咸蒲里奇”（图2）中“奇”字
末笔向左下斜出收笔，而不再向
下垂引。

实际上，裘锡圭先生所说的
“用方折的笔法改变正规篆文的
圆转笔道的风气”不仅流行于秦
国文字的俗体里，在秦印和秦封
泥上面那些偏于正体的摹印篆
当中变圆转用笔为方折用笔的
现象也较为普遍。秦戳印陶文
中接近秦印秦封泥摹印篆者亦
然，秦摹印篆是“秦书八体”之
一，实际上是秦小篆用于印章这
一特殊用途时人们对其特意命
名的，到了新莽时期，摹印篆被
更名为“缪篆”。从摹印篆到缪
篆，其文字是一脉相承而演变过
来的。我们将秦汉的印章文字
加以对比便不难发现：从摹印篆
到缪篆的演变过程中，其文字在
用笔上变曲为直、变圆转为方折
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其文字的隶
势也越来越浓重。由此也可以
看出，秦印秦封泥的文字当中也
是存在隶变现象的。印章一般
用于庄重的场合，故其文字多正

体而少俗体。我们因此可以说：
隶变绝非秦文俗体独有的专利，
在秦文正体中也同样存在文字
隶变的现象。秦戳印陶文中有
少量为秦文正体，其文字与秦
印、秦封泥上的文字相类，其余
大多数为秦文俗体。若从用笔
上进行考究，这两种秦戳印陶文
中都存在隶变的早期特征。

秦戳印陶文不但在用笔上
具有隶变的早期特征，在字形结
构上也同样能够反映出隶变的
存在。黄天树先生在论及隶变
时说道：“隶变不仅关系到书写
风格，而且也关系到汉字的结
构。所以，了解隶变对汉字结构
的影响，对正确地分析汉字的结
构很有帮助。”他将隶书对篆文
字形的改造归结为四个方面，即

“隶拆”“隶省”“隶分”“隶合”。这
其实是对裘锡圭先生相关观点
的继承和发展。所谓“隶拆”，实
际上就是“拆散篆体，改曲为
直”。如“宫欬”（图4）的“宫”字将

“宀”部原本对称的两笔弧线拆
分为几条直线用笔，两个“口”也
均变为方形，笔画均为直画。这
样的拆分，虽然笔画变多了，但
在书写上却变得更加便捷。“隶
省”是指在隶变过程中对篆文中
笔画的省并以及对部分形体和
部件的省减。比如“美阳工苍”
（图5）中“阳”字的“阜”部已减省
为“阝”的形态了。“隶分”和“隶
合”实际上就是裘锡圭先生所说
的“偏旁变形”和“偏旁混同”。
所谓“偏旁变形”是指在篆文里
一个字和它作偏旁时的写法是
相同的，但在隶变以后，同一个
偏旁在不同的字里便分化成多
种不同的写法。“偏旁混同”指的
是“在篆文里原来不同的几个偏
旁，隶变之后，变成相同的形体，
致使偏旁混同”。如“左胡”（图
6）的“胡”字篆文原本从“肉”，隶
变后则将原来的“肉”旁写作

“月”，这样就与“月”旁发生了混
同。后来成熟的隶书当中“服”
字原本所从的“舟”旁，“青”字原
本所从的“丹”旁，也都混同为

“月”的写法了。隶变引起字形
结构上的变化，尤其是导致一些
偏旁的变形和混同当是其发展
较为成熟时期的现象。就目前
所见资料来看，秦戳印陶文中偏
旁变形和混同的现象还是极为
少见的。因此可以说，秦戳印陶
文大多具备隶变的早期特征，隶
变成熟时期的特征还不太明显，
但也已经初露端倪了。

由秦戳印陶文中的隶变因
素来看，秦文隶变不只是在秦简
牍墨迹中才普遍存在，在秦陶文
中也广泛存在。秦文隶变也不

是秦文俗体所独有的专利，在一
些正体文字中也同样存在。这
也说明：秦文隶变作为汉字发展
演变的必然之规律，其存在和发
展是较为普遍和全面的。秦文
俗体相对来说更适合隶变的演
进和发展，因此在秦文俗体当中
隶变的因素显得更为活跃。

二、由秦戳印陶文看秦的
“书同文字”

秦陶文中有不少是以四字
大型戳印之形式压印在陶量上
的，可看出秦“书同文字”的文化
政策在秦陶文上的体现。许慎
在《说文解字·叙》中说道：“秦始
皇初见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
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

《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
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
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
所谓小篆者也。”以往人们论及
秦的“书同文字”多遵照许慎的
这段话，认为秦的“书同文字”就
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颁行的
以秦小篆为全国通行文字的文
化政策。这样理解秦的“书同文
字”未免有失片面，因为文字的
改定和规范毕竟不是一蹴而就
的事情。若果真秦始皇在初兼
天下之时就颁布以秦小篆来统
一全国文字的话，那在此之前就
应该有一个较长的准备和铺垫
的过程。近年来，随着秦系文字
资料出土日丰，尤其是大量战国
时期秦简牍文字的出土，使得这
种推断得到了印证。一些学者
甚至因此将秦“书同文字”开始
推行的时间往前推移，如丛文俊
先生所说：“正如秦简文字所见，
凡秦人所到之处，秦文字也随着
施行，就此而言，‘书同文字’实
际上早已经随着统一大业的进
行而开始了。”这种观点现在也
被多数学者所认同，各地出土的
秦陶文也可进行佐证。随着秦
的兼并战争的进行，在其所兼并
之地推行自己国家的文字也是
极符合情理的。因此可以说，秦
的“书同文字”在被作为一项文
化政策颁布之前，就已经打好了
十分稳固的基础了。若从更加
宽泛的角度来看，我们也确实可
以认为：在秦统一天下之前，“书
同文字”的工作便早已随着秦的
统一大业而进行了，等到秦完全
统一天下以后，便明令规定以秦
小篆为全国通用文字。

那么，秦推行“书同文字”采
取了何种措施？其实际施行的
情况又怎样呢？笔者认为，秦

“书同文字”的政策得以推行，主
要得益于两大措施：首先是“罢
其不与秦文合者”，实际上就是
废除六国文字中与秦文不合的

异体字；然后当是对秦小篆做一
番系统而全面的改定和规范。
正如高明先生所言：“秦朝统一
文字，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一次
有组织有计划的规范整理。”按
照高明先生的推断，这种规范和
整理的具体措施包括：“固定各
种偏旁符号的形体；确定每个偏
旁在字体中的位置；每字所用偏
旁固定为一种，不得用其他偏旁
代替；统一每字的书写笔数”这
四个方面。这四种措施也可看
成是对秦小篆改定和规范的四
项基本原则。经过这次改定，汉
字的结构基本趋于稳定，之后的
隶书和楷书也只是在字势上有
所变化，其结构都是与改定后的
秦小篆一脉相承的。那么，经过
改定后的秦小篆实际的施行情
况如何呢？我们从遗留下来的
秦系文字资料来看，只有少量秦
刻石和一些权量诏文是较标准
的小篆形体，其余大量的秦简牍
文字及秦陶文等秦系文字都是
书写随意的字体，显然失去了秦
小篆正体的那种严谨端庄、均衡
对称的特点。由此可见，秦标准
小篆在实际推行当中的使用程
度和范围并不是那么的深广。
可以说，秦小篆虽被官方确定为
标准来推行，但却只是在十分庄
重的场合才会极其规范地去书
写使用；在其他大多情况下，文
字的书写还是比较随意的。

大多数秦系文字虽然书写
随意，字势上也和标准的秦小篆
相去甚远，但若从字的结构来
看，大多是符合秦小篆的构字原
则的。由大量的秦戳印陶文来
看，绝大多数字的偏旁的写法及
位置都已固定，笔画的多少也已
统一，只有少数字存在偏旁移易
和笔画增减的现象，这些当是较
早时期的秦系文字或是书写时
旧有的书写习惯所致。至于一
些“偏旁变形”和“偏旁混同”的
现象，那是后期秦文隶变的结
果，而且这种字在秦戳印陶文中
数量极少。除去上述这两类少
数情况的字，大多数的秦戳印陶
文在字的结构上基本都符合改
定秦篆的四项原则。秦的刻划
类陶文也基本如此。由此来看，
秦“书同文字”所规定的这一套
结字的原则无论在推行的广度
还是深度上都是较为彻底的。
因此，笔者认为：秦“书同文字”
所确立的标准秦小篆的字形只
是一种外在形式，它实际上只适
用于官方正体；由改定文字所生
出的一套关于字的结构的原则
才是秦“书同文字”的实质，这也
是“书同文字”能够产生深远影
响的原因之所在。

由秦戳印陶文看秦系文字的发展和演变
□ 朱惠龙

▲ 图6

▲ 图2 ▲ 图3

▲ 图4 ▲ 图5

▲ 图1

李远东先生是我一直很关注的当代名
家之一。原因有二：一是他在当代魏碑创新
中所代表的方向和格局；二是他在大草创作
中的成就和高度。

碑学自清代大兴，又经康有为等人的大
力提倡，一百多年来蓬勃兴盛，名家辈出。
然而从上世纪后期以来，碑学似乎归于沉
寂，相比帖学的热络以及篆隶所取得的成
就，碑学则新意无多，临多创少。堪称自辟
町畦，卓立当世者，惟孙伯翔先生可以当
之。其继承者之最有成就的书家，则非李远
东先生莫属。

李远东先生以《始平公》《张猛龙》植基，
以拙厚的方笔为风格基调，表现沉郁质朴的
韵味。这就和清代以来的魏碑大家如张裕
钊、赵之谦、吴昌硕、康有为等拉开了距离。
但李远东在乃师的基础上，又表现出自己的
特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李远东的取法不限于《张猛龙》和
《始平公》。取法的多样性，使得他的笔法更
加丰富。其用笔在方笔的基础上，加入了一
些圆笔的元素。减少侧锋用笔的刻厉，增加
中锋用笔的圆融，使得他笔下的线条更加厚
重，富于张力和内涵。

第二，李远东的魏碑结体不拘一格，活
泼灵动，变化无方，呈现出明显的行书化的
倾向。当代书法审美受多方面的影响，表现
出打破传统壁垒，各体融合借鉴的趋势。历
史上的魏碑出于实用的需要，都是楷书。如
何使这种书体也能与行草等其他书体相融
合，是摆在当代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纵观当代书坛，有不少人在这方面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李远东便是其中很有成就的一
位。值得称许的是，远东以其深厚的功力和
敏锐的洞察力，能准确地把握方向和量度。
故而他的魏碑虽有很强的行草意味，但让人
感觉恰到好处，且绝不失魏碑特色。

第三，远东的魏碑书法，有着极鲜明的
个性特色。这充分反映了远东以书法写心
的艺术理念。他的书法创作完全没有刻意
表现功力的扭捏和做作，而是一种心手双
畅，物我两忘的自由挥洒。

李远东先生的大草则属于张旭一路，参
以孙过庭、黄庭坚、王铎，时而用一些魏碑的
方笔，故其草书的笔法十分丰富。观其作
品，既充满了狂放不羁的酒神精神，然其用
笔提按使转又一丝不苟，笔笔到位，绝无虚
浮含混之处。

魏碑和大草本来是两种绝不相同的书
体，要使二者相结合，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但远东先生知难而进，硬是把二者成功地糅
合在一起，而且风格十分统一。其魏碑带有
明显的草化特征，活泼灵动；而其大草用笔
沉雄郁勃，如锥画沙，又有浓郁的魏碑意
趣。二者结合得如此完美自然，我想与远东
的性格有关。笃实朴厚和豪爽大气正是远
东性格的两个突出特点。在他的作品里，就
表现为既朴拙厚重又豪放飘逸的独特个性
风格。

李远东先生绝非光会写字的匠人书
家。他有着相当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远
东把他的古体诗发给我“请教”，我看了以后
非常吃惊。其诗作不但立意高远，格调清
新，而且格律十分谨严，平仄用韵都非常规

范。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其诗的遣词造句典
雅新奇，时有用典也很贴切精当，在当代书
家中允称上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像李
远东这样年龄的人所受传统教育较少，很多
名气很大的书家，甚至以学术见长的书法理
论家，一写古体诗就露怯。而远东能有如此
造诣，必是勤苦自修的结果。我曾说过：汉
字和传统文化是书法艺术的两大基石，书家
缺一则不成其为合格的书家。我们欣喜地
看到，李远东先生在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不
俗的水平。赏其书法，品其诗作，不禁为当
代书坛能有如此高度而击节赞叹！

李远东先生不但是一个卓越的书法家，
而且是一个优秀的书法组织工作者。他主
政广东书法院多年，发起组织了很多在全国
有广泛影响的大型书法活动，得到全国书界
的一致好评。同时他还多次延请当代名家
莅粤讲学传道，把最新的书坛信息、学术动
态和审美理念带到广东，使广东作者获益良
多，从而推动了广东书法人才的培育和书法
事业的发展。同时，远东还热心公益，积极
参与和推动书法服务社会的事业。以书法
为媒介，广结善缘，使广东的书法慈善事业
搞得有声有色，从而赢得了社会对他的广泛
尊重。

刘熙载《书概》云：“高韵深情，坚质浩
气，缺一不可以为书。”又说：“贤哲之书温
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
秀颖。”远东之书，具骏雄才子、沉雄秀颖之
资，方臻高韵深情、坚质浩气之品，以其独特
的个性风貌，卓立于当代书林！

（文章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