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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中 华 文 明 弘 扬 时 代 精 神
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

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
意在笔前，然后作字。

——［东晋］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王羲之作书、评书、论书时心中无不横着一个“意”字。他所谓
的“意”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意”是指作书者的情感、心态，由此，他
强调了书家的意趣和情操，认为书法可以表现人的内心，从而接触
到了书法创作中主客观沟通的问题。“意在笔先”语出《题卫夫人〈笔
阵图〉后》。这里王羲之认为“意”是书法创作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可
见他对书家思想心理的重视。“意”的另一方面的含义是指书法的意
趣，也就是后人所谓的“晋人尚韵”的“韵”，类似于画论中的“气韵生
动”的要求。

“写意”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本
质特征，而书法之所以成为中国艺
术之典型代表，也是由于其在审美
上对意境的高度要求。因此“由技
入道”，实现书法技法与意境的完
美统一，是每一位书家毕生所向往
的境界。张世刚先生亦是如此，在
追求书法意境的道路上，他始终保
持着赤子之心，并以一种旷达超然
的态度，进行着艺术生命的提升与
超越。

幼承家学而入书道，再加之几
十年如一日地临池，张世刚先生在
书法技法上具备了深厚的功底。
先生初学柳公权《玄秘塔》，继而
学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及赵孟
頫楷书。成年后，改习褚遂良《雁
塔圣教序》《大字阴符经》以及褚
体诸楷书。其间兼临习魏碑诸帖，

《郑文公上、下碑》《张黑女碑》《张
猛龙碑》《龙门二十品》等。同时
学习行草书，对“二王”一系的法
帖用功最勤。后偶然得到董其昌
所书行书墨迹影印本，有神契之
合，于是开始专习董书，并以此开
始在书坛崭露头角。

观张世刚先生早期的书法作
品，明显可见董书飘逸古朴、生秀
淡雅的格调，我想，这或许就是先
生开始追求“由技入道”的时间节
点。董书最能代表“二王”一脉的
风格特点，因此，习董让张世刚先
生领悟了如何登得“二王”堂奥，
他由此回溯“二王”，时至今日，先
生已成为书坛写“二王”之高手。
无论是“二王”还是董其昌，先生
从他们的作品中习得的绝不仅仅
是法度和法则，于技法之外，更多
的是蕴藏在其间的思想意境与价
值内涵。

中国艺术归根结底，追求的是
一种审美的超越，因此，任何一位
艺术家，他的最终目标绝不应该是
技法上的炉火纯青，而应是意境上
的至高至美。虽然书法被有些学
人称为“形式之艺术”，但书法不
能倒向“技”的方面，中国书法之
所以成为中国艺术最典型的表征
形式，正因为它是写意的中国艺术
最典型的表达，所以它代表中国艺
术的特点，不在于它的线条，而在
于它的意境。书法技法可以通过
老师的口传身授与自身的临池不
辍来实现，而书法意境的提升则有
赖于学养的积累，这在书家的从艺
生涯当中应占到更大的比重。

苏东坡云：“退笔如山未足珍，
读 书 万 卷 始 通 神 。”黄 山 谷 所 说

“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
碌，则书不病而韵似胜”。陆俨少
强调的“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
分画画”均道出了艺术创作中文化
修养的重要性。张世刚先生一直
以来都非常看重古典文化对书法
家的滋养，他从学书之日起，便整
日浸淫在浩瀚的国学经典海洋中，
从中体悟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精
髓。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将写诗作
为自己的一大乐事，从刚开始按照
古体诗平仄韵律、孤平拗救的要求
规规矩矩写诗，初期诗风偏于理
性，后慢慢地擅长以诗抒情、以诗
言志，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由状
态。诗不仅充实了他的内心世界，
也丰盈了他的书法作品，增强了作
品的内涵和可读性。

如果说习董为张世刚先生打
开了追求意境的大门，读书写诗为
他开辟了一条提升学养的路径，那
么，对佛学思想的精深体悟则为他
架起了一座通往“至美之境”的桥
梁，并成为指导先生实现艺术超越
的终极法则。

书法是一门充满哲学内涵的
艺术，传统哲学对书法的影响之深
是显而易见的。儒释道思想对中
国传统美学精神的构筑产生了重

要影响，各有其特色和风采，其中
又以释家影响最大。释家之“清静
寂定”强调随缘自适与自修自遣的
清禅之意，反映在书法艺术上则表
现为禅心淡味的书斋雅士之气。
书法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单、最朴
实无华的一门艺术，这几乎先天地
注定了它与作为世界上最朴实无
华的宗教——佛教会有某种相通
之处。关于书法艺术与佛教的关
系 ，清 代 书 家 姚 孟 起 在《字 学 臆
参》中曾有过论述，他认为佛法与
书法是相通的，第一，佛教教人不
要执著于外物有形的“相”上面，
同样地，学习古人的书法，也不要
老是停留在具体的点画形态上，要
懂得其妙处并以自己的性灵去会
通 它 ，即 领 悟 书 法 的“ 无 相 ”意
境。第二，佛教讲“非有非无”的

“双遣”。书法也是如此，因为书
法的最高境界应是忘了法则的“非
法”，但这“非法”又不是绝对没有
法，法还是有的，所以又是“非非
法”。

1991 年，“第四届中青展”举办
间隙，张世刚先生与几位书友同到
枣庄一座寺庙游览，偶然听到的一
段佛教音乐对他的心灵产生了巨
大冲击，从此他便与佛学结缘，开
始了对佛学思想的深入研究，书
风、审美乃至为人处世之道都悄然
发生了变化。无论从斋号“纯严
居”“大方堂”，抑或是他清逸出尘
的书风，都可以窥出张世刚先生是
一位真正的佛法实践者，而书法则
成为他一种极佳的修学载体。在
书法内容上，他常常抄录佛言祖语
以期自警，也常常自撰禅偈体悟以
表自心，如自撰联“持净戒，念弥
陀，忘息真显；随尘缘，消旧业，报
尽莲开”、行书联“我身离著无诸
垢,智眼常明如日光”“住无生处得
法忍，离有为相念弥陀”等，均是
先生书法作品中的佳作。每一次
书写的过程对先生来说就是一个
历事练心的道场，静心、调息、凝
神、运气，仿佛一次静坐禅修。从
艺术审美的角度，张世刚先生的佛
学造诣和艺术追求更是可以通过
作品的艺趣直接体现出来，如芥子
纳须弥，一笔一画、一黑一白之间
都可使人领纳先生对佛性的体悟。

佛家强调的美是无分别的美，
是“不二”的美，是突破了主客二
分的美，这种美是绝对的美。深受
佛家思想影响的张世刚先生追求
的也是这样的境界，这种追求让他
的作品在这个展览体盛行的展厅
时代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存在，他
的书法深得智慧心、自在音，总是
在字法、笔法、墨法、章法中锤炼
与变化，把握住其中灵魂本质的东
西，沉潜参悟而不为外物所左右，
达到了一种自然天成的境界，被称
为“最具‘古典精神’的文人书画
家”。

在传统佛学思想陶染下为人
为艺的张世刚先生，纵然能舍掉一
世繁华，却仍对书法有一种深情，
这种深情不是一种执着，而是一种
对初心的铭记，是一种坐忘心斋的
意象。他的笔是纯净的，他的心是
澄澈的，他的字是高雅的。无相书
境，不二艺心，他写的是书法，亦
是境界，更是人生！ （弓宇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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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斋对话·
对话张世刚

怎样临隶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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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楷书艺术抒情达
意之真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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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新时代
——名家书写习近平
经典用语

由于长期内修的功夫，世刚练就极为沉静的
定力，不为外物所扰。时下书坛人心浮动，观念
各异，怎么吆喝、怎么折腾的都有，风向不定，苦
了许多跟风的“粉丝”。世刚则看在眼里而毫不
动摇，始终按照自己的办法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
去，练就深厚的功力，笔下自然流淌出清淡简远
的书卷气。

——张荣庆

张世刚行草气息顺达，沉博淹丽，观之令人
有出世之想，可见其有绝尘之气质和格调。与世
刚有绝世之才然又低调处事相一致。故其作在
杯酌长啸之后展玩，当最有味道，可使人沉静，并
足遣清愁，使之荡涤喧嚣张扬，让你回归到清静
无为的意境之中。

——胡传海

如果说20年前张世刚的字得益于赵孟頫、董
其昌，那么20年后的今天，他的字中除了赵、董意
之外更多的是“大王”的迟涩、“小王”的风神，应该
是当代学习“大王”“小王”中的顶级高手，尤其是他
的大字行书，莫说当代，即便放在明清也为上格。

——周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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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报》走进
徐州睢宁

张世刚：无相书境 不二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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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名家系列
朱天曙·李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