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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4月24日，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徐炽离世。连日
来，书法界、学界深切缅怀其艺术成就与品格为人。作为
上世纪80年代影响中国书坛的辽宁书法“九畹”代表性人
物之一，徐炽彰显文化追求、入古出新、面貌有自的书作和

不拘一格的学术探索在书坛产生了备受称道的影响力。其教书育人
薪火相继，赋予传统以蓬勃生机。

JIANLI
艺术家简历

徐炽自幼习书，70余年矢志不渝，
栉风沐雨笔冢墨池，挹先人之规，遍临传
统经典碑帖，融个人思考、悟通变之理。

其书法擅长楷、行、草。楷书自唐
碑入手，以学习颜真卿为主，常年临写

《多宝塔》《东方先生画赞》《麻姑仙坛
记》《元次山碑》《李玄靖碑》等。他曾
说:“余毕生喜颜鲁公用笔之雄强，结
字之宽博，凡眼前所能见到之帖，无不
手摹心追数百通。”在颜书基础上，旁
及各家，上追汉魏，凡造像题名、碑石
墓志、写经文字及其他历史遗留墨迹
广为临写。通过临池悟其笔、宽其势、
坚其力、壮其气。行书宗晋唐，取法王
羲之《兰亭序》《圣教序》，颜真卿《争座

位帖》《祭侄文稿》。行草虽以追寻晋
唐韵致为主，而能融合篆隶、魏碑的方
劲高古，同时博采宋人及其他各家之
长，故能注重作品的凝炼、含蓄，力避
俗野弊习。狂草习怀素、张旭、孙过
庭，渐至人书俱老。其书风在尚韵、尚
法、尚意的交汇中呈现矫健雄秀、率真
自然、醇厚古雅的韵致和意趣。

徐炽之子徐陟撰文说：“父亲一生
酷爱书法。我最早的记忆就是他埋头
写字的样子；经常萦绕在我耳边的则
是他与人谈论关于书法的话题。几十
年如一日，写字成了他自觉的使命，并
不断地为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注入新
时代的气息。”

转益多师遍临传统经典碑帖

徐炽获得书界、学界广泛赞誉，
艺高是基础，德厚是根本。

徐炽曾感到艺龄越久，书法创
作越不容易。少小笃志学书，在笔墨
纸砚的交响中不知不觉进入晚年，越
发感到祖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深
感敬畏。书法是一门以笔墨语言诉
说自己对世界认识的综合性艺术门
类。他认为：“从事书法创作，不能单
单注重技法，更重要的是深厚的人文
功底，必须懂得文学、美学、哲学、历
史、音乐、绘画等艺术门类。如此，它
们才会悄然潜入笔墨之中，使书法于
行距章法间尽显其无意求好乃好，不
求工乃工、崇尚自然的真淳高境。”

徐炽以知行合一、广博的综合修
养，成为一位桃李满园的书法教育
家。花甲之年，他接受母校鲁迅美术

学院的聘请，成为中国画系书法专业
的重要奠基者，承担了首届本科教学
和研究生导师的工作。他为人真诚朴
厚、热情亲善。教书育人孜孜不倦，亲
身示范、谆谆教诲，以谦虚的态度，宽
阔的胸怀，展躬心敬业之德，教学相
长，相得益彰。其平素勤于书法理论
探索、深究其理，《颜真卿书法管窥》

《王铎行书迩谈》等观点阐述发前人之
所未发。自 1976 年开办铁西区书法
学习班算起，其书法教育生涯已达40
余年，培养的学生包括业余受教的成
人、在校的专科生、本科生和硕士研究
生，遍布辽沈大地。许多学生已成长
为各条战线的书法骨干，桃李芬芳。

徐炽的艺术人生，留下了学术研
究的可贵价值，引发启迪、借鉴的深刻
哲思。

德艺相辉育桃李芬芳

笔法是书法的核心要素，是其艺
术生命力与审美表现的根本技法保
证。只有千锤百炼的“实战”，才会“操
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识
见而后省思，贯穿于书法的终生学习
历程，方能悟得真谛。徐炽的艺术探
索即是生动的例证。壮年时，其书法
雄浑大度，是以最大气力打进传统的
结果；后期，其风格一变为天工清新，
这是从传统中又打了出来。打进传统
难，从传统中打出来更难。书法传统
是双刃剑，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得
好，传统就是宝库。在传统中迷失自
己，传统就是枷锁。尤其是书法家步
入老年思维易成定式，书法易于定型，
更需要博采众家之长，图变求新。徐
炽对颜真卿的意临不断出新，临《李玄
靖碑》削弱了颜书中“蚕头燕尾”“字形
拱内”等特征，突出内在雄健大气的品
质。著名艺术家王镛认为此幅作品是
近当代学颜极难得的佳构。结字生动
朴拙，用笔老辣随意，在把握了颜字特
点的同时，又掺入了汉、魏、六朝墓志
碑碣笔意，看似与颜字貌离，却在精神

实质上达到暗合，雄健之外又添了几
分疏朗散淡。

楷书《苏东坡题李思训长江绝岛
图》以书卷气代庙堂气，清新雅致。徐
炽曾感慨：“60岁后才懂得写字，是从
豪华到真淳的境界提升。”

汉代扬雄言：“书，心画也。”清代
金冬心曰：“不谐众耳，唯矜独吹。”贤
者得共识，徐炽之书由心而出，不为
世俗左右，追求独立的真我。徐炽认
同：“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他
以实践为准则，不迷信古训。对于

“笔管执正”“笔必中锋”之论，他有独
到的新见。在其专著《学书指要》中
论述：“中锋行笔，在出涩势时，笔管
亦有倾侧，倒是欹侧用笔乃常态。实
践证明，欹、正之笔合用，确能写出刚
柔相济、沉稳畅达的书法。”此观点是
对“用笔千古不易”的思辨和纠偏，可
谓有胆有识。

“偏工易就，尽善难求。”擅长一种
书体、一种风格已属不易，而徐炽书法
碑帖兼融、雄秀并出，能以多种书体、
多样风格示人。

师古不泥古突破用笔见精神

徐炽
1934 年生，辽

宁省海城市人。曾
任沈阳大学师范学
院教授、鲁迅美术
学院中国画系特聘
教授、书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沈阳市
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研
究员。出版专著有《学书指要》《徐炽书法
集》。编著有《中国古代书法经典·行书卷》。
作品被辑入《中国现代书法选》《中国书法百
家墨迹精华》《中日书法百家墨迹精华》等，并
在各级刊物发表。另撰有《颜真卿书法管窥》

《王铎行书迩谈》等文章并发表。2001年在
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徐炽、王贺良晋京书法
展”。2006年在深圳市博物馆举办“徐炽书
法展”。2013年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

“孤行一意任天真——徐炽书法艺术研究
展”。2017年在辽宁美术馆举办“闪光的墨
迹——徐炽书法教育四十年师生作品展”。
曾多次参加全国重要书法展览及赴日本、新
加坡、韩国等国家展出作品。

著名书画鉴赏家杨仁恺：笔力扛鼎，饶
有大将之风。

鲁美原院长韦尔申：先生之“大”，首在
立大志；二在乐与古人一较短长；三在育人
之功。

著名艺术家王镛：学颜知难而进已属
不易，能得颜书精神韵致更不易，而别开生
面，则尤为不易。

著名书法家聂成文：功力深厚、气力雄
健、技术精湛，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始终是孜
孜不倦的再探索，书风中没有一丝倦怠，反
而朝气蓬勃。

著名书法家郭子绪：徐炽是一位名副
其实的书法家，其对传统书法进行深入研
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影响至全国，为人忠
厚诚恳、和善热情。

“九畹”书家李仲元：
艺领关东笔一支，书坛誉满北城徐。
太龙蛰潜声犹在，遗墨腾飞似旧时！
“九畹”书家哲成：
共耕九苑忆当年，意气方遒心手连。
书海纵横勤探艺，流芳桃李著花繁。
“九畹”书家王贺良：
书艺九州能扛鼎，书史教坛亦留名。
驾鹤仙游无病痛，永别惊煞並展翁。
“九畹”书家董文：
惊殒西园大将才，诔辞泪写断肠哀。
可堪一别云中鹤，仙影遥遥去不回。
著名书法家王丹：
华盛九畹，清风徐来。襟怀炽热，书传

文脉。
著名书法家胡崇炜：
冷春时节，噩耗惊心。“九畹”徐公，遽

然而陨。别名泰隆，人艺品真。敦厚耿直，
艺绝于勤。长锋蝇楷，笔力雄浑。一届国
展，行草精品。人皆有赞，精彩绝伦。威名
辽东，四海声振。先生艺德，法书传薪。铁
西一域，带之辽沈。不但书绝，画亦精深。
鲁美执教，传子传孙。代代鳞次，书画鸿
文。一意孤行，情致缤纷。外柔内刚，笔下
乾坤。心境空灵，点线通神。

著名书法家李琳：
胸中富丘壑，腕底有精神。
鲁美中国画学院院长赵宝平：徐炽先

生是一位实学大家。书如其人，人如其
名。为人为书为学，既徐缓平和，又炽热如
火。徐缓平和，方能沉潜宁静，定力如砥；
炽热如火，方能奋发蹈厉，气象非凡。

名家评论与缅怀MIANHUAI

《春华秋实》 2005年

唐元稹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
却巫山不是云”2001年

自作诗 2005年 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作品

节临《宣示表》 鲁迅美术学院藏 《范雎说秦王》（局部） 中国美术馆藏

临《金文》局部 2005年

节临颜真卿《李玄靖碑》

黄慎题画诗

李白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陈子昂诗《送东来学士无竞》
杜甫诗《旅夜书怀》 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