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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袁宗宗愈愈：：修修炼炼如如行行书书，，自自在在由由心心
格袁宗愈艺术简介

又名袁宗玉，现为北京城市学院书法教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1970年生于山东平邑；1993年7月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3年—
2009年从事教育工作；2009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攻读书法研究生，师从王元军教授；2012年7月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
书法文化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袁宗愈书法诸体皆能，尤精于楷行
隶书。其楷书初学颜欧，终取锺繇之高古朴拙，写出厚重古拙而又灵活
多变的书风；隶书由工整的一类入手，后多取法《张迁碑》《石门颂》以及
西汉诸刻石，变化多端，富有意趣而不失力拔千钧的气派；行书是袁先
生倾力而为的一科，遍学二王、颜李、苏黄米等古代大家，又向吴昌硕、
沙孟海等现代名家学习，逐渐形成自己厚重雄强、气势磅礴的特点。

在《中国书法》《书法报》《书法导报》发表《米芾书法收藏的
品味》《书风演变与时代兴衰》《书法的艺术身份》《兰亭论辩的再
思考》等十几篇论文。

书之难，难在雅俗共赏。书法作
品的艺术个性，是通过书法家对结
体、用笔、章法等这些构成书法美的
诸多因素的不同理解，运用独到的
表现手法，并进行综合的艺术处理
来实现的。行书之妙在于飘逸而不
飘浮，潇洒中寓沉稳，给书法家以艺
术驰骋的广阔天地。正因如此，几千
年来，历代书法家几乎没有不喜欢
行书的，不少书法家以行书名世创
作出了千古不朽的作品。

和大多数书法家一样，青年书
法家袁宗愈把大量时间和精力倾注
在了行书的学习和创作上。据袁宗
愈先生介绍，他是在有了一定的楷
书基础之后，从王羲之入手初习行
书，只是很快就转移了方向。原因之
一是二十多年前书坛对“二王”的冷
落；二是因为当时在济南求学的袁
先生深受魏启后老先生影响，从而
把注意力转向宋代书法大家米芾，
同时名家周慧珺、曹宝麟的成功也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最终促使
袁宗愈下定决心学习米芾书法的
是当时有着“书坛泰斗”称号的沙
孟海先生。沙老晚年为山东师范大
学图书馆的题名深深吸引了袁宗
愈——— 那种浑厚潇洒、雄强博大的
风貌久处心中，挥之不去。而当时
书坛的一个局面也促成了之后袁
宗愈行书学习的方向：生活在北方
的赵朴初、启功、欧阳中石、魏启后
等书法文雅风流，生活在南方的沙
孟海、林散之却金石气十足，凝重
博大。南北的这个反差使得年轻气
盛、富于挑战的袁宗愈决心一试身
手，看看自己这个生长在山东的人
能不能在雄厚书法之路上做出一点
成绩，这个当时有点稚嫩的想法从
此影响了他近三十年的行书风貌。

从此，袁宗愈一边临习米芾书
法，一边大量研读沙孟海及其师吴
昌硕书法，并进一步扩展到颜真卿、
邓石如、林散之、王蘧常等人的行草
书，从中汲取有益成分，为己所用。这

为他开阔眼界、丰富笔法、全面提高
书法的表现力打开了方便之门。不
论平时工作多忙，他都不辍于笔耕
临池，从不断感悟揣摩各名家碑帖
中得到技法与心法的提升。出众的
天赋加之勤研不倦，袁宗愈书法技
艺的提高可谓一日千里，最终形成
如清风行云般的自我逸格。

展观袁宗愈先生的行书作
品——— 金石气十足、笔意洒脱、姿态
飞动，通篇气势磅礴、厚重大气。他的
书法形质之优美、神采之飞扬、情感
之率真，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享受。无
论笔法还是章法，力透纸背的功力，
处处展现出清新洁净、飘逸端立、笔
走龙蛇、舒展自如、酣畅淋漓的娴熟

风格，形成了书法作品如行云流水、
气韵贯通、无拘无束、一泻千里的磅
礴气势，狭窄处留有余地，空旷处布
局严谨，精妙而紧凑，隽美而清秀。不
论远观近取，都能从中品读出其为
人之谦虚本份，其学养之宽博深厚，
其性格之豪爽义气。

“字为心画、乐为心声、书如其
人”。多年来，袁宗愈历经各种艰难
与磨砺，也使他视野更开阔，内心
更强大。在专注于书艺生涯的这三
十几年来，袁宗愈始终以孜孜研
索、不辍临池的精神专注于浩瀚书
学。他的艺术，正因有坚持不懈的
努力和心无旁骛的研索而终得大
放异彩。 （马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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