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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总第五十二期）

苏苏章章田田，，““心心画画””创创作作 情情有有独独钟钟

苏章田，1969年出生，山东惠民人，少年习
字，早年得著名书法家崔学路、田英章先生启
蒙，走上书法之路。原《人民文学》创作班，苏州
桃花坞美术学校花鸟画班，清华美院书法高研
班学员。并在部队期间获得过全军、全国、国际
硬笔书法展览无数次。原江苏书协会员、中国
硬笔书法家协会增补理事。现中国楹联学会会
员、中国国际书画院院士、滨州市作协、书协会
员福建盛世开元书画院高级艺术家，北京天地
华艺国际文化公司、中国国际书画院、人民艺
术家协会等签约书法家。2010年作品入展中日

“孔孟文化”书画交流展，中欧艺术家原创精品
展。擅长真草隶篆(包括石鼓文、金文、甲骨文)
各种字体的书写以及花鸟画、山水画、散文和
诗歌、楹联创作。

艺术家简介

十几年前，初识苏章田，他还是
一名军人。我们相见时，他送我一幅
字，字里行间透出青春的英气，写的
是什么内容记不清了。他的字和年轻
的生命一样，稚嫩中漫出青涩的激
情，少了世间的沧桑感。

欣赏苏章田的书法，更觉其沉郁
之气。读他给友人题写的“雪味斋”，
可谓是心境的流露。笔墨在空间相互
映带，韵味在流动的线条中回荡，每
一笔不是轻易下手，而是注入丰富的
情感，表达一种高贵、清淡、真诚和温
暖。尤其一个雪字，少了尘世烦恼的
纠结，超脱后在天空自由飞舞。汉代
扬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
画形君子见小人矣。”书法是一个人
的精神品质的反映，并非信手涂写，
纸、笔和墨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选
择书写者，书写者使用它们，酿成新
的激情，创造鲜活的作品。扬雄将书
法称作“心画”，这一个心字，表现字
的背面的精神含量和品德修养。“雪
味斋”这三个字书写在宣纸上，如同
三座山峰，一脉相连，又独立成峰。通
过这几个字，可以读出书法家苏章田
的心境，字不能用漂亮两个字词解
读，这只是浅层的讨人喜欢。品中回
味，人的性格和创作心理，打开另一
扇门，看到的会是不一样的景象。“龙
马精神”有了金石的韵味，古拙而苍

老，在宣纸上不仅体现书品，也有了
人品的张扬。书法是载体，更多的是
人的内心情感的流露，面对一张古老
的宣纸，当笔墨接触的一瞬间，人心
静下来，不能有一丝矫情的存在。以
真诚的态度敬畏之心，去书写每一
笔。书法不但是造型的艺术，书的是
学养和人生经历，来不得半点虚假。

“纸窗竹屋深自暖，石炉茶鼎暂
来同”在竹屋中饮茶，听窗外的风声，
竹林的响动，人与自然，自然与人融
合一起，对联中藏满文人骚客的雅
趣，也露出人生的境界和向往。苏章
田则选择行书，笔墨在宣纸上行走，
节奏鲜明，一气呵成，没有半点停顿，
表现书写者对书法的深刻理解，在书
写中沉在诗情画意里。苏章田的书
法，融入现代的因素，使字有了微妙
的变化，这不仅是技法的化学反应，
而是本质中渗出的异变。

苏章田是杂家，一个杂字，不是
杂乱无章，而是容纳多方面的意义。
他涉猎多种类的创作手法，他写的散
文，清淡多阴柔，这和多年在南方当
兵有关。他的书法风格多样化，不是
囿于一家门下，在漫长的修炼和研习
中，形成自己的风格。著名画家熊秉
明指出：“书法是心灵的直接表现，即
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既是意识的；
又是潜意识的。通过书法研究中国文

化精神是很自然的事情。”书法是生
长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掰开每一个
字的核，流淌出强大能量的古老文化
的血液。

唐代画家、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
论画六法中指出：“若气韵不周，空陈
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
也。” 书法和绘画不同，绘画可以去
大自然中写生，画山画水，有一座小亭
子，一间茅草房，烟囱中冒出炊烟，多
一些人间的烟火味。书法却不然，除了
扎实的基本功外，面对一个字，一首诗
词，要参悟出情和心境，捕捉思想的意
义，在线条中传达精神的气韵。

书法不仅是艺术品，它的根茎扎
根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写好一个字
容易，经过千百次的临摹，会写得像
模像样。字背后的文化背景，不是一
两天所能理解和领悟。我们看一幅书
法时，研读字的间架结构，笔法的走
势，章法布局，玩味笔墨和纸创造的
情致。欣赏书法的美，也在品味人。我
去过苏章田的书法工作室，看到他书
法创作的过程，饱蘸墨汁的笔，在他
的手中变得有了神灵，有了创作的渴
望。书法不是人人可以创作，它是心
灵的召唤，对书法的迷醉，在多年拓
展的精神背景下，苏章田写出自己的
风格，它与别人不同，是模仿不了的。

(高维生)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写给六月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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