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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中 华 文 明 弘 扬 时 代 精 神
字外之奇，文所不书。

——［南朝·梁］萧衍《观锺繇书法十二意》

萧衍（464—549），即梁武帝，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
人。他博学能文，重儒立学，于书法、音乐、文学均有较高的造诣，对
梁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萧衍传世的书法理论著作有

《观锺繇书法十二意》《答陶隐居论书》《草书状》《古今书人优劣评》。
萧衍最重要的著述为《观锺繇书法十二意》，其中揭出“平”

“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十二字作为
书法笔画与结体的秘诀。他还提出了书法艺术的妙趣韵味常在
笔墨蹊径之外的问题，即所谓的“字外之奇，文所不书”的观点。
同时，他在此文中也表明了自己对书法发展的认识，即“古今既
殊，肥瘦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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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的笔耕墨耨、集腋成裘，邵秉
仁的笔墨更添韵致，诗文越显华彩。邵
秉仁先生的书法继承传统，刚健清新、雅
俗共赏，富有正大气象，具有浓厚的时代
精神。他将自作诗词融入书法艺术，将
对于国计民生的关怀注入其中，体现出
了一位书家的现实使命感与责任担当。
他对传统文化见解独到，率先从文化安
全和文化建设的高度，提出具体的思路
和对策，在文艺界特别是书法界，产生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
邵秉仁书法以“二王”为宗，兼蓄米、

赵，逐渐形成了以传统为主，不激不厉和
典雅的行、草书风格，体现了“中和之美”；
其运笔、用墨、结字均在继承上有所发展，
或行或草、或简约或缠绵、或刚劲或柔润，
达到较高艺术水平。曾在《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多篇有关理论文
章。他出版的作品集有《诗文书法集》《邵
秉仁书〈岳阳楼记〉》《邵秉仁诗稿》《邵秉
仁谈书法与传统文化》。在创作中，邵秉
仁努力将时代盛大气象与进取精神融入
其中。从他的笔法之中人们能感觉到抑
扬顿挫的节奏感，其着墨浓淡枯湿的变
化，整体呈现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均衡
和谐。从楷书到行、草书，无不体现了邵
秉仁深厚的功力和艺术感染力。欧阳中
石先生评价他的书法：“如流水之潺湲，悬
泉之酣畅，或从来有自，或将有所出。”

邵秉仁书法不仅具有艺术性、观赏
性，还有自身独特的风格。他的风格来
自于传统，但邵秉仁并不是一味承袭，而
是重在对基本规律的把握和立足个人性
情的发挥。对自然流畅的书写性的把
握，对字形质朴、从容的处理，都体现出
邵秉仁对书法核心特征的准确认识以及
审美追求。他指出，中国书法艺术在历
史发展进程中，流派纷呈，繁花似锦。但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存在鲜明的时代
主流书风。认真总结研究中国书法史不
同时期的书风，以及它之所以形成的社
会历史根源，可以作为当前中国书法发
展的参照。历史证明，不同时期的主流
作品，共同特征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
创新，遵循艺术发展规律，具备精深的艺
术功力，富有鲜明时代精神；在艺术风格
上，它们普遍具有正大气象，自然、朴素、
清新；在表现形式上，雅俗共赏，通俗易
懂，为大众所能接受。只有这样的作品，
才是真正的优秀的作品，才能代表一个
时代的风貌。

在中国书法中，墨色浓淡虚实反映出
中国传统的哲学，这一传统的哲学观在邵
秉仁的书法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细细
品味邵秉仁先生的书法，无论是对祖国的
大好河山还是对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他
将自身的感慨赋以诗文之中进行表达，展
现出文学、书法与时代的完美交融。

二
邵秉仁先生担任中国书协副主席和

顾问以来，一直致力于发展书法事业，以
书法之名进行慈善捐赠。2015年，在70
岁生日时邵秉仁捐赠300万元人民币发起
成立“秉仁书法艺术发展专项基金”项目，
旨在围绕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弘扬、传承
与保护，书法教育人才的培养，青年书法
人才作品的展览、出版与学术研究开展公
益资助。他关心西部，深入基层，为普及
书法和宣传传统文化竭尽心力，更乐善好
施，济危救困。多年来，邵秉仁努力实现
自己用书法回馈社会的主张。他不仅利
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大力宣传传统文化和
书法，在高校和社会上举办讲座，在报刊
上发表文章，同时积极参加中国书协的

“书法进万家”等重大活动，实践并诠释着
书法艺术的文化价值与书法家的社会责
任，为在书法界提倡服务社会、回报人民
的精神起到了带头和表率作用。

书协主席苏士澍在评价邵秉仁先生
时说过，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老领
导、老书家对书艺有着执着追求，对家国

有着赤子之心。2008 年汶川地震时，邵
秉仁出资 120 万元捐献了两所小学校。
邵秉仁的一个下属在陕西咸阳挂职锻
炼，回来和他描述当地小学的困难，邵秉
仁为此专门去了永寿县一趟，当场捐献
40万，重修校舍。在四川灾区捐建小学，
当地政府命名“秉仁小学”。邵秉仁解释
说这“秉仁”两个字不是要让人们记住
他，更是要体现清正仁厚的中国传统文
化道德基础。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长春
观看邵秉仁的书法展时对邵秉仁赞赏
道：“你走过的路就是历史上大书法家走
过的路。”2010 年，云南大旱。邵秉仁当
场捐献人民币 113 万以及 5 幅大的书法
作品，转交给民政部门。2011 年贫困母
亲救助活动，他又捐了30万。邵秉仁曾
说过：“为官也好，从艺也好，我问心无
愧。在位我不贪更不跑官，退位我专心
从艺，仍然很充实。一个领导干部，在位
也就二三十年，退休后至少也有二三十
年的时间奉献社会，一定要懂得积累丰
富自己的人生，否则就是虚度。”

三
邵秉仁先生认为，从艺先做人，艺为

心生，书法家不能只顾创作，更不能只讲
赚钱，书法家作为国民中的一员，作为传
统文化的承载者，更应当充分认识到自己
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邵秉仁从振兴中国传统文化、提高
国家软实力的高度提出来文化安全，表
现出一位艺术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邵
秉仁提出，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当务之急
要做好三件事：第一，在全民中树立起优
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第二,在引进西
方先进技术、吸收先进文化的同时，一定
要抵制外来文化中的糟粕；第三,培养青
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优越感。通过
弘扬传统文化，铸起国家文化安全的屏
障,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在和平发展的过程
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文化，形成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

书法对于邵秉仁来说，不仅仅用来是
陶冶性情，更是他身体力行、回报社会的
手段。邵秉仁十分强调书法社会功能与
个人追求的统一。他认为，书法家只有把
自己的艺术追求融入为社会为人民服务
的功能中，才能真正体现出自我的价值。
他说：“大师或经典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小
圈子捧出来的，更不是靠炒作炫耀所能得
到的。只有不断地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提高艺术水平，适应时代的发展，符合人
民大众的审美需求，这样的艺术家才能被
群众接受，被社会认可，才能创作出反映
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他一直关注文艺
发展导向，积极参与中国书协举办的活
动，倡导主流书风；他更重视书法的教化
育人功能，积极向教育部门建言，推动中
小学生书法进课堂。在全国政协会议期
间，作为第一提案人，他提出中小学生义
务教育阶段要开设书法课教育的提案，被
政府采纳，为书法文化的继承作出贡献。

“一个民族的魂是什么？是文化。
没有文化，不能称之为民族,充其量也就
是种群的聚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
魂。”邵秉仁说。他认为中国在借鉴其他
国家先进文化的同时，必须守住自己对
文化的主权，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文化体系，保证主体文化不受外来文化
的侵袭。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的崛起不
仅仅是经济的崛起，还应该是综合实力
的崛起，更应该是软实力——文化的崛
起，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融入时代精神，创
造出更优秀的文化。 （栾熙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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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作为传承文化薪火的书法艺术，邵秉仁认为书法

家应将自己的文化修养、生活态度乃至人生理想熔
铸、提炼为审美意象，从而使汉字书写成为表情达意
的艺术手段，其中所蕴含的文化背景与内容，应构成
书法艺术的核心价值。邵秉仁不薄今人爱古人，不薄
西方爱东方，强调自然朴素、刚健清新的具有正大气
象的主流书风应为当代艺坛追求和发扬的方向。邵
秉仁的创作以“二王”、米芾为骨骼，广取博采，独铸英
辞，个性鲜明，时代感强烈，雅俗共赏，审美价值甚高，
其创作体现出艺术家对书法核心特征的准确认识以
及对刚健清新之审美风格的执着追求。

——蒋力馀 蒋正治

邵秉仁书法不仅具有艺术性、观赏性，还有自身
独特的风格。他的风格来自于传统，但邵秉仁并不是
一味承袭，而是重在对基本规律的把握和立足个人性
情的发挥。邵秉仁的作品风格源于从“二王”、颜真卿
到米芾一路主流书风，逐渐形成以传统为主、不激不
厉和典雅高古的行、草书风格，同时又具有时代气息，
却又绝没有流行书风，尽现中国书法的“中和之美”。
其中对自然流畅的书写性的把握，对字形质朴、从容
的处理，都体现出邵秉仁对书法核心特征的准确认识
以及审美追求。

在创作中，邵秉仁努力将时代盛大气象与进取精
神融入其中。从他的笔法之中能感觉到抑扬顿挫的
节奏感，其着墨浓淡枯湿的变化，整体呈现有“从心所
欲不逾矩”的均衡和谐。从楷书到行、草书，无不体现
了邵秉仁深厚的功力和艺术感染力。欧阳中石先生
评价他的书法：“如流水之潺湲，悬泉之酣畅，或从来
有自，或将有所出。”

——邓丽君 刘 娜

邵秉仁：君子如玉 怀瑾握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