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书协顾问、辽宁省书协名誉
主席、著名书法家聂成文的一段话可
以清晰地令后人了解高澄鲜的德艺双
馨，亦令人深思：“高澄鲜先生学养、艺
术功底深厚，不仅字写得相当好，画也
画得相当出色。他擅长行草书、楷书，
特别是篆书，既古朴，又文气，既老到，
又天然，化古而出，格调韵致不同凡
响。在当时乃至当今的辽宁书坛都是
出类拔萃，曾受到沈延毅、杨仁恺等老
一辈书法家的推崇和好评。高澄鲜先
生不仅书品画品高，而且人品也极
好。他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温文尔
雅，那么质朴，一派谦和的长者之风。
他一直安居于开原县城一隅，与世无
争，默默地在砚田耕耘，尽管生活清
苦，经历坎坷，也从不懈怠，而是愈加
精勤，愈加投入，并且倾心提携和培养
年轻人，将所得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后学者。古道情怀，令人感佩。”聂
成文回忆道：“我与高澄鲜先生相识于
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是辽宁省书
协的工作人员。高澄鲜先生对协会工
作非常支持。尽管那时交通不方便，

且他年纪又长，但辽宁书协每有相请，
他都不辞辛苦如约而至。在很多活动
中他都极力主张学传统，打好根基。
按理，像高澄鲜先生这样卓有成就的
艺术家，生前就应当声名显赫，但由于
种种原因，造成了遗憾。但是金子总
会发光，今天高澄鲜先生的艺术和品
格得到了弘扬，历史是不会亏待那些
真正有建树的艺术家的。”

辽宁省书协主席胡崇炜也谈道，
艺术作品格调之高下，最关键的还是
个人人格问题。信息时代出现一些乱
象，究其原因，是耐不住寂寞，守不住
人格底线，追求的不是艺术而是名
利。高澄鲜先生曾与徐悲鸿等大家交
往，为其制印，可谓声名在外，但他没
有谋取名利，而是一生不离家乡，安心
学问，谦逊为人。当繁花落尽之时，后
世褒扬他的就是艺术和人格。

胡崇炜与王荐赞扬高澄鲜的学生
杨一墨、王岩、刘世业、戴为众等继承
了老师的艺术精神，老实做学问、不忘
初心，发展成为辽北及全省的书法艺
术中坚力量。

艺格人格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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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澄鲜是辽宁书坛名宿，二十世纪东北重要
书法家之一，中国书法家协会首批会员，铁岭加入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人。篆书独树一帜，兼擅篆
刻、国画。与徐悲鸿、傅抱石等艺术大家切磋往

来，以作品和人格魅力载入艺术史册，光照后学。

JIANLI
艺术家简历

在辽宁，20 世纪著名书家中，以
篆书名世者寥寥。高澄鲜是其中的佼
佼者，被沈延毅誉为“辽宁篆书第一

人”。以篆为基，他的艺术触类旁通，
诸体兼擅，更涉篆刻、国画领域，成绩
不凡，为后世所景仰。

王荐在研讨高澄鲜的艺术时
谈道，先生以书法名于世，书法中
又以篆书成就最高，隶书、楷书、
行书、草书亦有自己的独特风貌，
且在国画、篆刻上卓有建树，自成
一格。高先生步入书法之门，由
学颜真卿楷书入手，进而学赵孟
頫楷书，后转入学习碑派书法，商
彝钟鼎、汉隶、魏碑无不涉猎，尤
其在《石鼓文》上下力最多，甲骨
文，西周、东周钟鼎铭文等皆有所
得，秦篆中的《泰山刻石》、汉隶中
的《张迁碑》《石门颂》《武荣碑》

《封龙山颂》等也心摹手追，魏碑
《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等亦得
其气象，并不为碑学所囿，学习晋
唐行草书。

高澄鲜篆书造诣精深，隶书、
楷书、行草同样可圈可点，绘画亦
获得交口称赞，这缘于他的学问
修养。高澄鲜的学生、著名指画
家、书法家杨一墨记得：“每次拜
访，见到高先生不是读书即作
字。这种治学精神是后学者难以
企及的。有一次，先生正在写‘上
善若水’条幅，我请教原义。他
说，水之所以被誉为上善，在于万
物离不开水，而水又不与万物相
争，它无怨无悔地滋润万物。先
生若水，从不以名家自居，始终过
着平淡自乐的生活，对来访者有
求必应。一次先生来我家，看到

外屋的脚踏风琴，兴奋地脱去外
衣，边弹边唱：长城外，古道边，芳
草碧连天……虽已70高龄，却声

音洪亮，顿挫有力。我发现他的背
心很旧，后面有着漏洞，但他浑然
不觉。与先生相比，我们赶上了好
时代，应倍加珍惜，用好的作品回
报恩师，奉献社会。”

书法家刘世业说：“我从高老
师身上得到的，是一种精神气质
上的浸染。是他，让我明白什么
是书法，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真正
的书家。”书法家王岩说：“高老师
潜心临池，真、草、隶、篆无所不
习，尤发灵性于石鼓文、钟鼎文等
篆书，且用工最勤。所书每参己
意，不趋时风，深得世人赞许。面
对坎坷的命运，他心素如简，自铭
其室曰：淡菊轩，以淡定从容的心
态直面人生。老师去世前两个
月，我们几个弟子去开原老城看
望他。他不断告诫我们如何把书
法艺术传承下去，可见他对书法
艺术是何等的眷恋和执着。”

王荐谈道：“高澄鲜经历坎
坷，生活清贫，但一生以治学为根
本，博学多思、探索求新、文墨双
辉。他积极参加辽宁省和铁岭地
区书法协会组织的筹建、组织等
工作，传道授业，带出一批在当代
书坛颇有影响的书法家，薪火相
传，引领铁岭书法事业沿着正途
扎实前行。”

一位模范人物的影响力是巨
大、恒久而积极的。

文墨齐辉育人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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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澄鲜：辽北当代书法的重要开拓者
本报记者 凌 鹤

高澄鲜（1913—1990年）
原名承先，字蝶言，笔名春山，号淡菊

轩。辽宁铁岭开原人。早年追随名家依艮
藩学习书法篆刻，精擅二篆，古拙遒劲，极富
金石气息，多次参加美术展览并获奖。中年
时与徐悲鸿、傅抱石、沈尹默、王学仲、沈延
毅、杨之光等大家切磋艺理。晚年应邀参加
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百位书法
家作品展等全国性书法展览。

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
员，曾任辽
宁省书法家
协会名誉理
事，铁岭市
书协名誉主
席，第一届
铁岭市政协
委员。

作 品 被
中国军事博
物馆、辽宁
省博物馆等
单位收藏。

今年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有
一个很大的变化，允许投稿者以各种书
体参赛。由此鼓励了一批书法作者的创
作积极性，但不能忽略或说应理性思考
的是，艺术创作诸体兼擅者凤毛麟角。
那些长存史册、熠熠生辉的书法家更显
著的特征是研习诸法，精绝一体。

术业有专攻，人的精力有限，诸体齐
头并进，实难达到。纵览书法史，除书圣
王羲之真、行、草诸体皆精外，传世大家，
也是一体登顶，钟繇隶奇，张芝草圣。当
代名家也是专精一门，乃至绝伦。

高澄鲜先生过世20余年，其书法艺
术愈发闪耀光彩，为后世挖掘传扬，根源
在于其精绝篆书的影响，以及这背后执
着求索的治学精神、忠厚出尘的人格。
沈延毅先生耿直、说真话的性情艺界无
人不知，他曾盛赞高澄鲜篆书辽宁第
一。此“第一”的引领，使高澄鲜先生成
为铁岭首位中国书协会员，成为铁岭现
当代书法的开山者。篆书的功力相映生
辉于其篆刻，他曾为徐悲鸿、傅抱石、俞
剑华等大画家刻制印章，并得到高度认
可，成为辽北美术书法史上的传奇和佳
话。一切皆缘于篆书的造诣。一门之
精，赢得了春色满园，决定了艺术地位。

前人成功的艺术实践启迪后人，当
选择了符合自身心性、兴趣的书体研磨
时，艺术追求当专、当精，遇到瓶颈不要
气馁，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而是从一座
山的山底至巅峰，逐级攀登，勇往直前。

诸体兼擅
非常人所能及

本报记者 凌 鹤

高澄鲜的书法艺术成就在当年与
沈延毅齐名，甚至在东北的一次书法
大展中，高澄鲜荣获特等奖，沈延毅获
一等奖。他独领风骚的篆书，没有跟
随时风与潮流，汲古而出，高古、浑厚、
遒劲，打上了高澄鲜的笔墨线条烙印，
一个真正书法人的艺术表达，使代代
学书者从中参悟到艺术的真谛。

幼时的高澄鲜跟随父亲学习木刻
雕花技术，成为最初的艺术启蒙。20岁
时拜名家依艮藩为师，学习书法篆刻。
精擅甲骨文、金文、古泉文，尤擅二篆。

辽宁省书协主席、著名书法家胡
崇炜对高澄鲜的一件篆书中堂作品如
此解读：“这是一件《临天一阁北宋本
石鼓文》全文，400多字。有一种读古
帖的感觉，其线不重不轻，平和恬静，
一点一画一撇一捺无不精妙。结字不
仅是一种技术安排，与高妙之境界相

得益彰。章法既集中互为映带，又通
透疏朗。古人所说的‘用笔千古不易，
结体因人、因时相转’，在高澄鲜的笔
道流转中得到了验证，是一种对刻石
之前笔法的理解。他没有受任何外界
因素的影响，比如，吴昌硕的石鼓文对
后来人影响很大，但我从高澄鲜的点
画中没有看到其影子。这说明高澄鲜
作为真正艺术家特立独行的艺术个
性，他能从古人刻石的刀锋中思辨出
自我笔锋所应表达的内涵，十分难能
可贵。”

铁岭市书协主席、著名书法家王
荐评价高澄鲜的篆书：“形成了以《石
鼓文》为根柢，结构方整疏廓，字法古
雅精准，墨法干湿得宜，章法因局布
势的特点，与吴昌硕的圆厚颀长，与
其师依艮藩先生的严整秀美相较，更
加轻松自然，灵动多变。”

篆书独领风骚

古泉文集字七言联
相交莫重黄同白 共处当

分墨与朱

隶书
节临武荣碑轴

楷书 节临赵之谦南唐四百九十
六字册轴

石鼓文七言联 古树好花四时有 嘉鱼鲜鲤深渊多

隶书 苏轼江城
子 密州出猎词

篆书对联 未出土时先多节
到凌云处亦无心

牧童图

篆书 临石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