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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特定一段书法史，人们往往会以生活在那个时代并取得巨大成就、

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书法大家命名或概括，如王羲之时代、颜真卿时代、

赵孟頫时代、董其昌时代等。就草书而言，林散之先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成

就最高的草书大家。林散之时代可以代言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草书成就。

当下，沈鹏先生无疑是林散之先生之后最具影响力的草书大家。三十多

年来,沈鹏先生以其在草书上的创造性与思想上的前瞻性持续不断地引领着

中国书坛的走向，被公认为当代书坛的草书高峰。

今天，沈鹏先生仍然精进不息、思想敏锐，其草书在未来达到的高度还

在提升之中。所以，我们不必贸然提出“沈鹏草书时代”，而是以“沈鹏草

书”来代言当今时代。今天,我们提出“后林散之时代的沈鹏草书”，其中

“林散之时代”“沈鹏草书”代表的是两个前后紧密关联的时代。本文意在

针对两个时代的两座草书高峰进行比较，反思我们这个时代草书取得的历史

成就、并展望未来走向。

“林散之时代”的草书成就

林散之先生是典型的大龄享大名的大书家,他真正成名被海内外熟知是1

973年《人民中国》杂志封面刊登了他的一件草书作品，得到了同时代已享

大名的郭沫若、赵朴初、启功的大力推崇，此时林先生已是74岁高龄，在此

之前，他的影响力基本局限在江苏。林先生草书在日本展出后，同样引起广

泛关注。十年后，日本书坛巨擘青山杉雨亲赴南京拜会林先生，并赠送“草

圣遗法在此翁”，当代“草圣”称号由此享誉海内外。今天，我们谈到林散

之先生，会把他与二十世纪大草领域取得的成就与高度联系起来，会把他与

草书史上的张旭、怀素、黄山谷、徐渭、王铎、傅山联系起来。那么，林散

之先生草书何以达到一个时代高度？他究竟为草书史提供了怎样的新语言？

回顾中国草书史，笔者认为，始终有两条线在交替发展，即以“二

王”、孙过庭、怀素、赵孟頫、董其昌、祝枝山、王铎为代表的在用笔上一

拓直下又含一定绞转的纯帖学一脉，另一脉是以颜真卿、张旭、傅山、于右

任为代表的在用笔上追求篆籀绞转、以碑济帖或碑帖融合的路径。这两条道

路中，前者一脉为主线，后者一脉是次线。然而，傅山之前，在草书中的篆

籀绞转、碑帖融合之路是不自觉的。傅山之始，将篆隶笔法引入草书成为一

种自觉。沈鹏先生在《傅山书学的原创精神》一文中说：“也许单从技法层

面看，他的篆、隶书法成就比不上后来的许多名家，然而其篆、隶意趣在行

草书中的融汇运用的开风气之功，可以说是书法史上少有的变革之举。如果

傅山不是一位草书大家，他在书法史的地位将大为逊色。如果傅山的草书不

能融汇篆、隶，他的草书成就也将大为逊色。”傅山之后，在整个社会政治

背景的影响下，碑学书法全面复兴，时代几乎遗忘了草书。时至二十世纪

初，于右任、沈曾植的出现，草书再度兴起。此时受二百多年碑学思潮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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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草书中的碑帖融合已成为主流。但此时“碑”的内涵不同于傅山时代，

其内涵进一步扩大，以方笔为代表的北碑用笔在草书中广泛应用逐渐成为一

种主流。回顾历史，成就于右任草书地位的并不是其倡导的“标准化”草

书，而是北碑在草书中的成功运用，外方内圆，刚柔相济，促使中国草书史

上出现新的风格语言：方雄、宽博、苍茫、内敛……而其简省、易识的追求

又大大强化了其草书高度辨识性的符号化特征。于右任草书由此铸就了二十

世纪中国草书的第一座高峰，成就了百年历史的第一个草书时代。

林散之身处在于右任草书的巨大光环之下，不可能远离碑帖融合的时代

大潮独善其身，他一方面临习草书阁帖，另一方面又大量临习汉碑、北碑、

唐碑就是明证。然而，林散之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草书代言者，重要原因是

得益于黄宾虹先生的影响。他草书用笔立足于篆籀中锋，同时又大胆将黄氏

画法中皴法、墨法中的散锋绞转、干擦、宿墨引入其中，突破了王羲之以来

延续近1600年的中侧、方圆、浓墨用笔体系，形成墨分五色、枯而能润、形

散神聚、筋丰力遒、血浓骨老的线条风格。这种用笔很难，需要高度的控制

力，有很大的冒险性，稍有不慎，就会墨浮气燥，走向反面。林散之以画法

入草，是张旭、怀素、傅山、于右任等草书大家中均未有过的，他开创了大

草、狂草用笔的新路。当然，林散老的成功，还在于他系统地对二王阁帖、

《书谱》、怀素《自序帖》、董其昌、王铎草书的临摹，继承了草书史上二

王一脉正宗笔法、草法的基因；还在于他大量临习汉碑，使其对传统“破坏

性”用笔中，依然能够保持一种内敛苍涩的静穆之风；还在于其作为传统文

人的诗书画修养使其作品洋溢着清健文雅之韵；还在于其年轻时万里行程的

浩荡胸襟、中年后脱尘遁世的淡泊心境使其作品散发出雄浑壮美但又清净无

碍的禅宗之气。

今天，我们回顾，其实林散老的草书结构、章法布局并没有多少新奇之

处，乃至于在这方面供后人取法的资源极少，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缔造的一

个草书时代的高度。

“各体融合”的“多元草书”——沈鹏草书的贡献

沈鹏先生对新时期书坛及草书的影响，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缔造

二十世纪前两个草书时代高峰的于右任、林散之不同的是，沈鹏先生面对的

是一个全面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中国。近四十年来，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

有之变局：政治深度改革、经济全面开放、科技日新月异、思想空前活跃，

古老的中国真正走向了现代、融入了世界。四十年来，中国书法也迎来了空

前的繁荣，各级书法组织纷纷成立，书法全面进入学校课堂，书法图书浩如

烟海，艺术观念多元激荡，各种展览层出不群，展厅效果、视觉意识、网络

信息、市场评价等各种因素深刻影响着当代书法家创作。与许多书画家不同

的是，沈鹏先生首先是一位卓越的编辑出版家、诗人、书画史论家。这种素

养让他以一种开放性、前瞻性、思辨性、诗意性意识来引导自己的书法创

作，同时思考当代书法面临的种种问题。

长期以来，研究沈鹏先生的文章在谈到其草书的风格特征时大多倾向于

“碑帖兼容”“篆隶入草”，而谈到其草书取法源头时，往往各持己见，很

难有一定共识。笔者曾和张旭光先生探讨沈鹏先生的草书渊源，一致认为于

右任先生对其影响较为明显，但后来看到沈鹏先生的相关访谈，他明确否认

自己学过于右任，且对于老标准草书的提法不赞同。相比张旭、怀素、王铎

草书的主要源于是“二王”，于右任草书的主要来源是怀素《小草千字文》

与北碑融合，林散之草书的主要来源是二王、怀素、董其昌的融合，沈鹏先

生草书取法的传统主体，无论是技法，还是风格，是非常多元的，我们很难

简单地将其归于哪家哪派。



沈先生在《传统与“一画”》中提到，“由甲骨、大小篆、隶、楷(含

魏碑)、行、草(今、章二体)，字形与笔法大大地拓展了，各体之间字形与

笔法的融合，各流派之间风格的互相融合，使书法的源流十分丰富。”

“（很多人）对传统的理解局限于单线思维，拘于某家某派，远没有做到取

精用弘，进入通变的程度。”又在《书法的价值取向与本体》中指出，“今

天，我们面临的是真正开启多元化的时代”“多元化的意义，重要的不在于

模仿多种字体与书风，将因尊重和发扬书法家的个性而得到实现。”沈先生

的这些论述，让我们揭开了其草书之谜。沈先生追求的是“各体融合”“追

求个性”的“多元草书”。

“各体融合”要求书家既有书写各体的基础、实力，又有融合各体的创

造能力。在历史上，擅长各体的书家不少，如赵孟頫、傅山、郑板桥、何绍

基、赵之谦、吴昌硕、于右任等，但融会贯通者不多。赵孟頫“六体”皆

擅，他书写的“六体千字文”，各臻其妙，然而除楷、行、草相互影响外，

篆、隶对其草书的影响有限。傅山各体皆精，每种书体都进行过大胆的融合

与创新，比如：其在颜体楷书中参入行书笔意，结体端庄、敦厚，但笔意率

真、活泼，堪称是当代“激活唐楷”“楷书行草化”的先驱；其金文大篆中

参入草书笔法，笔意奔放，结字夸张，打破了千百年来金文大篆庄严、肃穆

的静态审美，成为今天流行的“草篆”之始祖；其行书参入大草笔意，上下

相连，用笔如飞，除了造型是行书结体，行笔节奏、气势全是草书乃至大草

的格调；其草书，正如前面所说，是典型的篆隶入草，成为沈鹏先生取法的

重要资源。依笔者看，傅山是书法史上追求各体融合并在多体领域均取得突

出成就的书法大家。郑板桥是书法史上鲜明提出要融合多体、创造新体的书

法家，可惜结果并不理想，他创造的“六分半书”一直争议不断。我曾想，

如果郑板桥没有在绘画上的成就和为官的传奇经历，其书法能否留传下来，

尚值得疑问。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均是篆隶或楷行方面开宗立派的圣

手，可惜其四人在草书领域建树不多，因此不在本文的重点论述范围内。于

右任先生如前所述，也是多体融合的典范，他在楷书、行书方面，也取得了

突出成就。从书法史来考察，沈鹏先生是又一位追求多体通融并取得成功的

草书大家。正如傅山大草掩盖了他在楷书、篆书的成就，于右任草书掩盖了

他在行书、楷书的成就一样，依笔者看，沈鹏先生也被草书掩盖了他在隶、

楷、行方面的成就。沈鹏先生发表的汉隶、汉简及临摹的汉碑额头大篆作品

不少，线条如铜打铁铸，结体巧拙相生，气象高古浑穆，展现了精深的功

力。这种铁打的金石之线正是沈鹏各体书法大厦的基础。从出版的《沈鹏楷

书千字文》来看，沈先生楷书主要着力于北碑与隶书的融合，稚拙朴厚，自

然率直，意趣横生。其行书融合路径，以行为主，兼容楷、隶，气沉线涩，

平中见奇，虚实相生，姿态各异，具有较高的审美格调。

沈鹏先生追求各体通融，但不求各体皆精，他志在通过融合多体，服务

其草书。沈鹏先生草书用笔，以长锋羊毫逆入平出，一波三折，绞转裹锋，

线条奇崛苍涩、浑厚中实、入木三分，是典型的篆隶之法、篆隶之线。线质

是沈鹏草书最动人的语言，姜寿田先生说“沈鹏将草书的厚涩和表现力推到

了一个极致”，笔者深为赞同。在结字上，沈鹏草书深受现代构成观念影

响，注重大小、宽窄、紧松、聚散、开合、向背的关系，极尽变化之能，具

有较高的原创价值。同时他又借鉴傅山手法，敢于创造行草结合“破体”，

避免了纯草书符号简易化带来的形式单一。在草书章法创新上，最引人关注

的是沈鹏先生首次提出了“行列无界”“气通隔行”的观点，他指出“狂草

要有更高的创造力，其重要特点也是难点之一，是要打破‘行’与‘列’的

界限，在不损害字体规范化的前提下使字的结构变形，上下覆盖，左右通

达，实现有限范围内的无穷变化。”在草书史上，最早打破“行”与“列”

秩序的是祝枝山草书《赤壁赋》、徐渭草书《杜甫诗轴》。这两件作品上下

通达、无天无地、左冲右突、疾风暴雨，可谓元气勃发、真力弥漫。但他们



仅停留在实践层面的不自觉创作，未见二人在书论方面的论述，这一点上，

沈鹏先生投入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与精力，思考很多，实践很多，留下了不

少这方面的文章和作品，可谓是他几十年来孜孜以求之处。

各体融合的草书追求必然会打破长期以来简单的“碑帖对立”“碑帖融

合”二元化路径，从而走向多元化。沈鹏先生草书多元化追求体现在他对书

法史草书大家的学习不定于一家一线，而是广泛采撷、融汇贯通、为我所

用，广临帖、多读帖、善化帖。他的草书既有大王《十七帖》、孙过庭《书

谱》、怀素《小草千字文》一脉相承的草法，还有张旭《古诗四帖》、怀素

《自叙帖》、黄山谷《李白忆旧游诗》大草手卷横向开合、咫尺万里的气

势，同时又不乏徐渭、祝枝山、王铎、傅山条屏大轴纵向跌宕、激越壮美的

意象。沈鹏先生草书多元化追求还体现在他对现代审美的敏锐捕捉能力。沈

先生站在时代之潮头，提出了“书法的形式即内容”“弘扬原创”“尊重个

性”“传统与‘一画’”“书法在比较中索解”“西方抽象派艺术与中国书

法不属同一个源头，从‘流’的意义来说，两者可以并且已经在互相借鉴”

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对新时期书法创作产生了广泛影

响，也成为沈先生个人草书突进的宣言书。他站在艺术的、诗性的、形式美

的立场，最大限度地把各种审美范畴纳入其笔下，在他同一件作品中，我们

可以看到雄强与秀润、平正与险绝、奔放与内敛、朴拙与俊巧、野逸与雅

致、精密与疏朗、急速与迟涩等多种对立统一的审美元素，体现出先生高超

的驾驭能力。

沈鹏先生以其笔法的“多体皆融”，空间的丰富变化，风格的多元诉

求，思想的前瞻深邃，将中国草书从实践与理论两方面推到前所未有的历史

高度，并最终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草书代言者。

沈鹏“多元草书”的意义及展望

沈鹏先生是二十世纪最后的草书大家，同时又是新世纪的第一位草书大

家，他跨越两个百年，肩负着真正的“继往开来”。他在《书学漫谈》中指

出，“我们要从历史的坐标当中，寻找自己的‘点’在哪里”“在今天这样

一个时代，我们在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实际上对历史尽着某种责任”。

沈鹏先生的成就属于个人，更属于这个时代。沈鹏先生的草书成就、成败得

失，一定意义上关乎我们这个时代的草书究竟以何种方式进入历史。

沈鹏先生“多元草书”的实践，不仅是百年来继于右任“北碑入草”、

林散之“以画入草”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草书命题，也是草书史上新的学术

命题，它契合了今天走向世界、拥抱现代的中华民族的时代审美取向，表现

了沈鹏先生敏锐的学术视角、开阔的历史视野、高度的文化担当。然而，艺

术史告诉我们，任何新的审美最终能否被历史接受，需要一流的艺术家创造

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经典作品，这一点，于右任是非常成功的，傅山、林散

之有大量成功作品，也有不少失败作品，而郑板桥“六分半书”几乎就是失

败案例。关于沈先生的“多元草书”，一方面我们会被先生涩重绞转的线

条、跌宕起伏的节奏、纵横开阖的布局而激动，同时，我们也会被先生一些

探索性作品中多体相容的不够和谐、过于夸张的结字以及笔法的不够精微等

而遗憾。这些创作上的遗憾，客观上有其“多元草书”“多体融合”“想法

太多”带来的难度，另也需要时间继续探索有关。让我们感动的是，沈鹏先

生对此是清醒的，80岁以后，他因身体原因自称“蛰居斗室”，但仍然处理

着许多社会工作，承担使命，不停创作、思考，近年来，他几乎每年要出版

一本著作、举办一次小型展览、展示几件代表性的“鸿篇巨制”。从这些

“巨制”中，我们看到了以沈鹏先生为代表的当代“多元草书”追求正豪迈

地走向历史、走向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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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各体通融”的“多元草书”是一种新的草

书审美观的概括，而非严格意义上草书流派的概念，沈鹏先生也从未提出这

样完整固定的学术概念。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讨论“多元草书”的时代意义和

研究沈鹏先生草书的历史价值。

（原载2018年11月7日《书法导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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