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年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在沈阳举行，其审美影响历久弥新

深入临习传统经典引领辽宁书法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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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国
展）在沈阳举行，是新中国书法界的第一次盛会，这
次大展由辽宁省书协组织。在此基础上，第二年成
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

（国展）辽宁书法作品入展24件，篆刻9方，作品入展率居全
国前列，奠定了书法大省的地位，其深入传统的审美标准始终
引领书法发展。如今作为我国书法界四年一届、最高规格的
综合性展览，全国书法篆刻展被誉为书法界的“奥林匹克”，是
全国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的学术交流圣殿。国展的每次举办
都会引起书坛极大关注，对辽宁的影响更具历史与时代意义。

因为1980年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
展览奠定的基础，沈阳9位入展的中青
年书法家于1982年7月在辽宁美术馆
联袂推出展览，起名为“九畹书法展”。
这9位书法家按姓氏笔画为序分别为：
王贺良、孙德洲、李仲元、陈复澄、姚志
忠、徐炽、聂成文、郭子绪、董文。九人
的心声是：“我们以风格各异的作品在
一起办的展览用屈原赋里‘九畹’一辞
为题。这并非是以兰、蕙自喻，不过是
借以表示在这块小小的园地里，有前
辈们浇灌的心血，有我们追踪前贤的
足迹、辛勤耕耘的汗水和艺术探讨的
甘苦。经过二三十年的滋树，春温秋
肃，雨润风抚，九畹之园竟也秀然花

发。然而，书法之园千亩尚嫌不广，何
况是九畹之地。展览之后，若能引出
姹紫嫣红的繁花来，我们将感到极大
的欣慰。流年似水而艺无止境，‘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此展
令“九畹”声名鹊起，并在岁月的前行
中不断夯实艺术根基，不断求索创新，
技道双修，与前辈书法家一道为地域
及全国书法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九畹”以改革开放后在全国最
早形成的书家群体而定格在中国书
法史上。其学生群体不断扩大，成为
书法力量的中坚，在传承弘扬中华国
粹艺术的道路上成为一道闪亮的文
化景观。

产生影响全国的书法家群体

艺
术
微
论

书法艺术产生于汉字的演变发展，
其源头是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无论书
法艺术怎样创新，其根脉永不变。在对
传统经典书法艺术的法度、技术、内涵的
学习中，能够体会、领略汉字所承载的文
化使命与分量，了解历史演变、文化交
融、时代创新，于点画线条中赋予汉字艺
术的生命力与审美，书法艺术更是中华
哲学、文学、美学的凝聚，因此，书法家在
经过多年的艺术锤炼后常常感叹，学无
止境，越学越觉得自己水平能力有限，究
其原因就是在对书法的追根溯源中，感
受到悠远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是穷其一生也学之不尽的宝库。从
这个深层意义上讲，临习传统经典，是书
法艺术的不二法宝。踏踏实实与古人对
话，与经典为伴，多方修为，才会内生出
强大的创新能力，创作出有根有基，有
血有肉有灵魂的书法作品。

辽宁省在深入传统，临习经典上走
在全国前列。全省规模的书法临帖班从
1985年起，一办35年。辽宁书法发展的
历史从这个角度说是一部壮阔的临帖
史，经历了高峰期、瓶颈期、平稳期、再度
上升期、新辉煌期。35年中不论怎样的
状况，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创办临帖班的
意志不曾动摇，行动一以贯之。书协主
席更迭，但抓临帖、抓传统的宗旨从未改
变。书协主席团形成了共识，并在信息
时代改革创新办班模式，微信、APP、微
博、智能技术不断运用，与时俱进，赋予
临帖班时代生机与生生不息的活力。

临帖班成为凝聚人才、学术交流、
提高全省书法创作的最佳平台。老中
青三代书法家互相学习、促进提高，并
尽心尽力培养新人，传播弘扬书法艺
术，使临帖班成为最被书法人看重、最
踊跃参加的活动，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
文化品牌。

深扎传统、与经典对话，在漫长的岁
月里凝结成辽宁书法人的一种精神，以
书法艺术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这种精神应长久地发扬下去。

坚持经典临习是
书法创作的法宝

凌 鹤

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国展）
在沈阳举行，对书法发展产生的影响是
深远的，其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一直贯
穿在辽沈书法的行进历程中。周铁衡、
沈延毅、杨仁恺、聂成文、李仲元、董文、

王贺良、姚志忠、高澄鲜、王廷风、朱成
国等具有影响力的名家位列当时的入
展名单，与启功、沈尹默、舒同、林散之、
赵朴初、沙孟海、潘天寿、沈鹏等共同谱
写了新中国书法发展的崭新篇章。

“九畹”的诞生为辽海乃至中国书
坛吹进了一股强劲而新鲜的翰墨之
风，迅速引起书界的广泛关注，“九畹”
不仅富有文化渊源，呈现书卷气，更以
文墨同辉的追求与实践形成流派，令
书界振奋。

王贺良的厚朴古拙、孙德洲的端
庄健美、李仲元的清雅遒美、陈复澄的
灵动别致、姚志忠的浑厚端丽、徐炽的
丰富奇宕、聂成文的俊逸多姿、郭子绪
的纯真曼妙、董文的儒雅华滋，各呈风
貌，令书坛敬重。

随着“九畹”在书坛影响的不断扩

大，辽海地区的书法创作日益繁兴，并
逐渐形成广泛的具有梯次特点的书法
创作队伍。“九畹”诞生的第二年，辽宁
书协又举办了“十五人书法展”，在中
国美术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分别举办
了20人参加的“北园书法展”和“二十
九人书法展”，许多书法家从这几次展
览中脱颖而出。1984年，有46件辽宁
书法家作品入选全国第二届书法篆刻
展；1986 年，有 30 余件辽宁书法家作
品入选第三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均居
全国前列，使辽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书法大省、强省。

夯实辽宁书法大省强省地位

以深入传统、深入经典为宗旨的
辽宁书法临帖班，从1985年起，已风雨
无阻地连续举办35年。

省书协副主席、秘书长李琳说：
“临帖的道路是坚定的，而且要抓实、
抓紧、抓好。临帖班在举办前都会进
行细致周密的策划，针对现象和问题
制定具体方法，以不同书体分班，指派
优秀的、在全国兰亭及国展中获奖的
中青年书家分别做指导教师，他们对
古今书论、经典名帖沉浸很深，毫无保
留，甚至是手把手地传授，教书法艺术，
也展示了为人素养，教授如何做人。”

省文联副主席、省书协主席胡崇炜
说：“上世纪80年代辽宁书法以临帖崛
起，成为与江苏、河南三足鼎立的全国
书法大省。当时中国书法刚刚复兴，走
什么样的发展之路，是考验一个省书法
能否兴盛的关键。历史关头，辽宁书
法前辈毅然选择了学传统、办临帖班，
充满智慧与远见。辽宁书协迭代，但
临帖班一届没停，而且越办越大，效果
越来越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
临帖班，就没有辽宁书法的今天。”

中国书协副主席、省书协名誉主席
王丹说：“办临帖班，为全省的书法会
员、书法爱好者提供最好的学习创作条

件和服务，是扎根生活、服务人民的具
体体现，踏踏实实做实事。临帖班的
300余名学员由1/3全国会员、1/3全省
会员、1/3非会员组成，既有创作骨干，
又有新鲜血液。书法发展赶上了非常
好的时代，中华文化复兴的大环境，书
法人肩负着使命与责任。人才是书法
艺术传承的根本。近些年辽宁在全国
书法大展中的获奖人数逐年递增，摘
金夺银。在全国奖项中脱颖而出也是
对我们学传统，坚定临帖的肯定。临
帖班滚雪球般教出了一批批新学生、
好学生，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中。”

中国书协顾问、省书协名誉主席
聂成文说：“辽宁的临帖活动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1984 年，辽宁
省书协针对当时辽宁书坛出现的学
省内时人、面目雷同、格调不高以及
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召开了一次
书法创作会议。会上许多同志指出，
学习省内时人，取法不高，势必造成
书法水平的下滑，建议辽宁省书协采
取有效措施，即向传统学习，来扭转
这一局面，使辽宁书法建立在新的起
点上。根据这一建议，辽宁省书协于
1985 年 5 月在辽阳举办了第一期临
帖书法学习班。规模不大，有 60 余
人参加。学习班以古代优秀碑帖为
范本，采取个别指导与集中讲评相结
合的方法，规定在学习班上只准临
帖，不准学时人，不准随便写，为期半
个月。结束后，学员反响很好。为了
检阅、巩固和扩展学习班成果，推动
全省临帖活动的开展，同年 9 月，辽
宁省书协又举办了‘辽宁省第一届临
帖书法展’，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年书
家带头临帖，许多书法作者踊跃参
加。虽然不少作品还显稚嫩，但境界
却为之一新，让大家看到了辽宁书法
的希望之光。从 1985 年至今，临帖
班已经举办了 35 届，是提高水平、培
养人才的好方法，有效地提高了辽宁
的书法水平，使辽宁书坛涌现了很多
优秀人才。临帖班孕育和开创了辽
宁新的书风，占据了辽宁书坛的主导
地位，使庸俗混乱的书风逐渐失去了
市场。现在，临帖班已成为辽宁省书
协的保留项目和看家本事，成为辽宁
书法人才的摇篮。辽宁书法正是从
临帖班出发，走向了新的天地。”

全省规模的经典临帖班坚持35年

周铁衡入展作品《郭沫若》

李世伟入展作品《长沙橘洲》

毕来德入展作品《百家争鸣》

朱成国入展作品《下笔如有神》

沈延毅入展作品 聂成文入展作品 郭子绪入展作品

王贺良入展作品孙德洲入展作品

董文入展作品李仲元入展作品
高澄鲜入展作品徐炽入展作品

姚志忠(哲成）入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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