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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流美美者者，，人人也也
梁修先生及其书画篆刻艺术

“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
这是三国时魏国的大书法家钟繇的著
名论断。对此，宗白华先生作了这样的
解释：“笔蘸墨画在纸帛上，留下了笔
迹，突破了空白，创始了形象……从
这一画之笔迹，流出万象之美，也
就是人心内之美”。所谓心内之美，
包括人的品质、学识、才力、理想、
情感等等。每每欣赏梁修先生的书
法作品，我就常常想起这句话。从
梁修先生的书法实践中，充分体现
了这一美学思想。

欣赏梁修先生的书法作品，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其浓郁的书卷气息和自然
闲适、雅正含蓄的神韵。他的书法诸体
兼善，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楷书结
构严谨，内涵蕴藉，秀健俊逸；其隶书平
实中求险奇，方圆相间，纵逸疏朗，率真
简穆；其大小篆稳重端庄，渊雅清醇，讲
究趣味变化；其行草书在诸体中最为出
色，习帖能得其超逸而避其纤弱，习碑
能得其雄强而去其粗野，法度谨严，清
新俊迈，隽永洒脱，神采流畅。

梁修先生是一位学者型书法家。他
书法的魅力，得益于他的书外功，蕴含
着他深厚的文化修养。他1938年生于山
东省高青县，自幼颖悟，喜读书，酷爱书
画篆刻。在20岁之前，他就阅读了大量中
国古典文学作品。后来，他将阅读范围
逐步拓展到文学理论和史学领域，举凡
经、史、词章、语言文字、金石书画之学，
多所涉猎。至如书史、书论、画史、画论、
印学史、印论等，更在必读之列。于文
学诗词，致力尤多。对清代乾嘉学风
推崇备至，并潜心于他们的治学门
径。他擅长古体诗词，26岁时所作五
律《深秋步月怀人》已深得行家嘉许。
其代表作《龙洞纪游十绝》、《滇游诗
草》等，格律谨严，语言清新，意境隽
永，置诸当今，已不多见。

对于书法创作，梁修先生推崇孙过
庭“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名论，以为
学书宗旨。主张厚积薄发，自抒胸臆，反
对随波逐流，拾人牙慧。纵观他的书法
作品，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遵循艺术
规律，入古而出新。他是一位坚定的古
典派书法家，其书初学“二王”，上溯篆
隶章草，下至宋元以来诸名家，均曾下
过较深的临摹功夫。他临摹的“二王”和

“宋四家”，几可乱真。如今虽已年过七
十岁，仍旧临池不辍。对后学他曾直言：

“为书之法，求新难，求古更难，余辈所
恐者，非不新，乃不古也”。针对时下书
法创作急功近利的倾向，他曾写过一首
诗：“逸少暮年书乃善，诸君率尔便成
家。芒鞋踏遍长安市，几度斜阳数落
花。”梁修先生尊重传统，但他从不以惟
妙惟肖临摹古人为能事。他赞赏黄山谷

“领略古法生新奇”的主张，师古而不泥
古，对古人优秀法帖既要“进得去”更要

“出得来”，始终把追求活力变化作为自
己创作过程的主要关注点。其二，坚持
取法乎上，有高度难度。他是一位有艺
术理想的书法家，给自己的艺术目标定
位很高。对于中国书法史他如数家珍，
特别对那些名碑名帖的精妙之处更是
悉心探究，了然于心。如他对杜牧《张好
好诗》情有独钟，并和孙过庭《书谱》作
过深入的比较分析：“杜牧《张好好诗》、
孙过庭《书谱》并皆佳妙，然孙书出神入
化，仍不免循规蹈矩之迹；杜书本无意
于矩矱，而法自我生。张融云：‘不恨臣
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杜牧可当之
矣。”梁修先生对汉字书法的构成要素
和书写技巧有独到之处。在书法创作
中，他讲究以线条质感的微妙变化感染

人，把握住了笔法运动中的提按，抓住
了点画使转技巧的关键，起笔和收笔，
紧约飞动，既有含蓄之致，又有峭拔之
姿，非深谙笔法不能凌此高境。有人说，
欣赏梁修先生的书法就象欣赏优秀体
操和跳水运动员的表演，观众常常被运
动员那眼花缭乱的高难度动作所吸引、
所折服。其三，主张自抒胸臆，见性情才
华。汉字书法深刻动人之处在于文字书
写与书写者的精神情致在长期磨合中
所达到的自然默契。一件成功的书法作
品要整体和谐，最重要的是内容与形式
要和谐，形式要从属于表现意蕴和情
感。他充分发挥中国书法“达其性情，形
其哀乐”的功能，把自己的性情学识融
入到书法创作之中，特别是在书写自己
所作诗词文章时尤能做到以意运法，笔
随意转，意在笔中。因此，他的书法虽有
一以贯之的风采性情，但又往往因时因
地因书写的心境及所书文句的感会不
同而幅幅不同。著名书法家魏启后先生
看到其手书《龙洞纪游十绝》大加赞赏，
欣然题跋：“梁修道兄自书诗册，言词清
新，书尤雅逸，如王谢子弟之有边幅者。
拜观之际，漫题七言：南帖北碑久不和，
因时所限自偏颇，梁公自有平衡法，心
悟手摹未蹉跎。”

梁修先生的书法成就是公认的。其
实，他又是一位多项艺术兼擅的高手。
他的绘画、篆刻和他的书法一样，格调
高雅，不落尘俗。从他1964年所作《柳荫
深处画船行》绘画作品中，不仅能看出
他扎实的造型能力和驾驭笔墨的功力，

更能看出他非凡的天赋和对艺术高品
位的追求。1978年创作的水墨速写人物
肖像，造型准确，生动传神。他青年时曾
于篆刻下过很大功夫。他以深厚的秦汉
印基础，博采清季以来如赵之谦、黄牧
甫、吴昌硕诸名家之长，融会贯通，自
成一格。他创作的篆刻作品，篆文规
范，灵动飘逸；章法结字布形，奇正相
生；刀法冲切结合，任其自然，具有清
新典雅的特点。而国画作品，拟青藤、
学八大，笔墨恣肆，逸气横生，具有浑
朴酣畅而又明朗秀逸的风神韵致，是
典型的文人画。

梁修先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传统
型文化人。他生性仁慈、谦逊、宽厚，不
求闻达，与世无争，唯对读书和艺术矻
矻探索，孜孜不倦，朝斯夕斯，乐在其
中。曾取宋人朱希真词“累奏畄云借月
章”之意，名其书室曰“畄云山馆”，曰

“借月楼”。他在读书、读帖的时候，将历
代文人和书画大家那种禅、道式的人生
态度也“读”了进去。读陶渊明《五柳先
生传》，既高尚其人，又以其“忘怀得失”
之言甚合已意，遂命斋号“两忘斋”。在
生活中，他清心寡欲，淡泊自处，不为世
俗所左右，始终保持一种恬淡的心态，
与他相处让人总有如沐春风之感。如
今，梁修先生虽已过了“不逾矩”之年，
但他艺术的生命力却非常旺盛，常常不
知不觉地而“逾矩”。无论他的书法，还
是篆刻和绘画，都仍在不断临习、探索
和变化之中。因为，他从不满足昨天的
自己…… (文/晓光)

“梁修书画作品展”将于2月22日上午10点在山东博物馆一层东厅开幕。著名书法家梁
修先生诗书画印皆能，几十年专注术论，性情淡泊、挚诚敦厚，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可谓

“德艺双馨”。而此次展览也将成为其艺术成就的较为全面的一次展示。

1938年生，山东省高青县人，现为山东美术
出版社编审，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当代
著名学者型书法家。自1988年，连任山东省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常务副主席、顾问。书法作品参
加过历届省展、国展。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中青
展评委。作为山东省代表出席第五、第六届全国
文代会。2002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授予“德艺双
馨”书法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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