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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瑰宝，源远流长。在世界艺术宝库中堪称艺术奇葩。书法虽具有艺术美学的共同的特

点，还具有独特的个性和强劲的生命力延续了几千年长盛不衰。二十世纪书法艺术已经入新的历史时期，炎黄子孙以其特有的气

派、神韵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书法艺术，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异彩缤纷，日新月异，名家名作层出不穷，以美的现点覆盖着书法

市场。因为书法艺术不像绘画那样描事物的外貌，也不像小说通过语言塑造人物形象人物关系和情节，而是运用笔、墨、纸、砚，

以文字为书写对象，以线条为艺术元素，通过书写组合点画线的形式表达艺术家的思想感情。传递着真善美的理想追求，不断的向

前发展。 

古往今来无数书法艺术家为其发展倾注了难以估量的心血，代代相传，推陈出新，汇集了我国汉字书法艺术宝库，所以我们有

责任保留继承好祖先的遗产，更要发扬光大，才不愧历史称谓的“古国文明瑰宝”。在三千年的书法历史长河中，每个时代都创造

出了只属于那个时代审美特征的艺术面目，既有前人艺术特点又有明显地区别于前人，故书法长河才源远流长。不断地传承发展到

我们这一代，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心安理得地躺在古人现成的成果安乐椅上，不思进取，不求发展，我们这一代人就毫无建地，

也是不能向我们后代交代的。我们的先人就告诉我们，一个时代艺术要达到高峰，首先必须以强有力的思维做基础，否则便建立不

成这个时代的书法艺术大厦。  

三代甲骨、金文的率意而朴厚，秦汉的雄浑与稚拙，魏碑的博大于雄强，晋人的潇洒于飘逸，唐代楷书和狂草的谨严和豪放，

宋人的重意，明人的尚态，清中晚期的碑字复兴，民国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书法振兴碑帖结合可以说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鲜明的艺

术追求和独有的艺术特色，这中间是一个传承关系。  

即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追求都是建立在前人传统基础之上的一个传承关系 然而又均是在进行着滤择，批判性的扬弃。每个时

代都是在统观前人所有遗产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时代的审美需要取舍着、选择着新的艺术道路。通观书法历史长河和历代书家的成

长，无不是在传统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才进入创作、创造的最高境界。可以说书法创作是在继承中求得发展，是在临写古人优秀碑

帖中灵感萌生，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当代新的有生命的东西运用超意识的审美眼光，挣脱传统“理念”的束缚提高悟性，充

实底气，达到超越自我的目的，方能创作出发人觉醒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品。如既有晋唐风韵又有独特的个性风格和时代效应，在

古老的国粹艺术中注入新的血液，使之符合新时代文化的审美标准和要求。领时代风骚方为大幸也。  

书法艺术需要创新，就要很好地理解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把握时代脉搏，通过探求字形、用笔的变化强化书内与书外相结合。

必须强调指出，杜绝一味的玩涂鸦的“技巧”处理，不要刻意的画字去追求拙朴，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如果连基本

的楷书都写不好，你去创新，只能是“做”字，做使人不认识，只能是刺激人们视觉地墨块。创新只需率真地展现自己的性情，如

李白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才是真正的“返朴归真”。弘扬书法艺术要尊重历史，跟上时代，师古为根，师法自

然。哪一位古人不曾是今人？哪一位今人不终将成为古人？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源远流

长”生生不息。书法是艺术，有强劲的生命力。如今和将来高科技迅速发展，计算机普及使用，办公自动化，最终也不能代替书

法，只有人才能把书法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笔墨当随时代，各种流派争奇斗艳，是２１世纪书法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２１世

纪，是东西方经济、文化等多方位交流与发展时期，书法艺术创新、改革，其精神应当符合历史新潮流的特征和审美追求。  

学习书法妙在其人，书家必须高层以次的文学、科学的实践、理念基础、更重要的是对实践追求的检验。坚持树立“天趣”、

“真意”的个性风采，反对审美功能的功利主义。特别重视人品、性情与文品、书品的法道。书法重形质之美，书以人贵之实。使

书法创新、创作更具抒情特色、宣扬正气真善美，贤士杰作必将千古流芳。  

存档文本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