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哲先书法刍议
尹旭

李哲先先生属于那种毕
生都与书法艺术结有不解之
缘的人。他从六岁时在先辈的
指导下操笔学书，到而后的进
入小学、中学，再到而后的进
入部队，直到最后的复员转业
到地方而长期从事群众文化
工作，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
生之旅尽管曲折而漫长，但他
那种一往情深、矢志不渝的艺
术 情 结 ，则 可 以 说 是 始 终 如
一、日久弥坚的。因而他的人
生之旅，在很大程度上便同时
是一次鲜活生动、丰富多采的
书法艺术之旅，亦即一次在追
求书法艺术的道路上而不断
学习、探索与前进的书法艺术
之 旅 。所 以 他 的 最 终 学 有 所
成、幡然成家，便是他的这一
书法艺术之旅的必然结果。包
世臣说过，自古以来的书家没
有不是积古酝酿而成的。哲先
先生所走过的，也正是这样一
条成功之路。

书家成功的标志，在于建
构起自己的艺术风格。哲先先
生的艺术风格的与众不同、别
开生面，是以浑厚质朴、苍雄
老健、简淡萧散、蕴藉从容为
特色的。刘熙载将书家的风格
特色区分为“尚气格”与“尚姿
致 ”这 样 两 个 基 本 的 风 格 类
型。若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则
哲先先生的艺术风格应归属
于“尚气格”的大范围之内，当
是显而易见的。“尚气格”，就
是尚气势、尚风骨、尚力量，而
与“尚姿致”的以妩媚、秀丽、
漂亮为尚恰成对照。因而哲先

先生的书法作品，总是显得很
大气、很粗放、很老道的。

从师承源流的层面来看，
哲先先生的风格建构的法乳
所自主要有三：一是汉碑 ( 当
然 主 要 是 其 中 那 些 以《 张 迁
碑》为代表的以气格为尚的作
品 ) ：二 是 颜 真 卿 ；三 是 何 绍
基。颜真卿对他的影响可谓形
神俱备，这是任何懂得书法艺
术的人从哲先书法直观上就
可以“一目了然”的。汉碑的影
响在形似的层面虽已不多，但
在神似的层面则依然不少，如
那气势的浑厚、神韵的古朴、
点画的稚拙等等。而何绍基书
法的某些总体性的特征，在这
里也是可以切切实实地感觉
得出来的，如其整体的浑然、
对 比 的 强 烈 、变 化 的 突 兀 等
等。当然，在这里，这三个方面
都已经完全不是它们自己，而
是都化作哲先先生的艺术自
我的血肉之躯了。

风格特色是以书法形象为
“物质基础”的，而书法形象又
是以一定的方法技巧为“物质
基础”的。因此从书法形象与方
法技巧的层面，也可以发现哲
先先生作为一位成功书家的一
些独到之处。譬如，其用笔以圆
厚为主而不取方折，行笔以涩
势为主而不取流丽，收笔以藏
锋为主而少取露锋，因而即便
是其行草书，也颇具人们所每
每称道的那种质朴拙涩的“篆
籀”气象。又譬如，其结体是明
显的方势，但却方中带圆，因而
既显得势满气足，又显得深藏

不露。这是很象颜真卿，也很象
《石鼓文》那样的一些古代金石
文字的。而从章法布局的层面
来看，其通篇的整作，仅仅从通
篇的黑白对比、起伏变化的“抽
象”层面 (即不管具体的文字内
容 )，也可以给人一种很完整、
很舒服的感觉。

我和哲先先生的交往，也

是结缘于书法艺术的，想来大
概将近二十年的光景了。但这
是真正的偶有书信往还的“笔
墨”之交，也是真正的淡于水
的“君子”之交，见面的机会只
有过一次，且也“来去匆匆”。
然而其人之真诚、朴实与厚道
所给我留下的印象，则是极为
深刻的。毫无疑问，这正是我

们之间的交往虽然“淡于水”，
却可以“长而久”的一个重要
原因。这样的“其人”，难道不
有些象他的“其书”吗？对此，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不知哲先
先生本人以为然否。

(尹旭，书法理论家、书法
家 ，中 国 书 协 学 术 委 员 会 委
员，宁夏书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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