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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外研社与沈阳出版社将246年前在法国巴
黎出版的法文版《盛京赋》（包括注释等）转译回国后，引发
盛京文化热，持续至今。

沈阳地铁中街站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书法作品，内
容就是《盛京赋》的节选，是书法家沈广杰的代表作。当代书法家、文
博学者、诗人以文墨相兼的艺术形式，融入对沈阳历史文化的再解
读、再理解，以艺术作品激发辽宁人的文化自信和对家乡的热爱。

《盛京赋》是乾隆第一次东巡祭祖
时创作，全文 3000 字，是一篇歌颂先
世创业之功和盛京物产丰富、人才鼎
盛的文学与艺术作品，由“序文”“赋
文”与“颂诗”3部分组成，较早被翻译
成法文出版，成为18世纪中外文学交
流的重要文本与契机。清乾隆十三年

（1748 年），武英殿刻 32 体篆文本面
世，极具文献与艺术价值，在汉满文
字、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2016 年，法汉对照本《御制盛京
赋译著》正式出版发行后，引发对盛京
文化的深入研究。沈阳著名文博学
者、书法家沈广杰，著名诗人、学者、书

法家卢林先后以楷行书体书写《盛京
赋》，展现辽宁人传承文脉的审美追求
和文化品格，共同提升对家乡的认知
和对地域文化的了解。

沈广杰作为著名文博学者、诗人、
书法家李仲元的学生，深得真传，诗书
画印兼修，出版数部书画学术专著。
卢林是“九畹”名家姚哲成的学生，酷
爱古典文学、诗词歌赋与书法理论研
究，笔墨展现浓郁书卷气，编辑出版多
部书法学术专著。李仲元、姚哲成都
是书法大师沈延毅的弟子。代代传承
的以文养墨、学养修心，使书家赋史、
书史的笔墨向内生发，启思益智。

沈阳市书协主席、著名诗人、学
者、书法家卢林书写的百米长卷《盛京
赋》同样引人关注。

卢林谈到创作过程时说：“我用八
尺屏带红格的纸，以唐楷的笔法、北魏
墓志的结构书写，大约花费 3 天时间
书写完《盛京赋》全文。”卢林曾书写过

《千字文》等长卷，对于长卷书写很得
要领。此次在书写过程中，卢林被《盛
京赋》中蕴含的传统文化魅力所震撼，
因情所动，赋予笔法更多劲健与骨
力。随着书写会更加了解沈阳，感受
到盛京“左挟朝鲜，右据山海，北屏白

山，南带辽水”的辽阔壮丽之自然景
观，深厚的人文底蕴，燃起热爱沈阳、
热爱家乡的美好情感。卢林表示，通
过解读《盛京赋》，书写并展出，让沈阳
人更加了解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通
过具体的地域文化熏陶可以进一步提
升沈阳人的文化自信。

《盛京赋》中言：“不有开之，何以
培之。不有作之，何以得之。”即没有
艰辛开创，哪有继承发扬；没有勤劳耕
作，哪能有所收获。此句不仅为卢林
所推崇，其所阐释的人生道理朴素而
深刻，放之四海而皆准。

卢林书写《盛京赋》百米长卷
增强地域文化熏陶

沈阳地铁一号线中街站出站口的
墙壁上，一幅金碧辉煌的书法格外引
人注目。这幅巨大的《盛京颂》书法作
品采用金色铜板凸刻，长近 20 米、高
近4米，每字大约在23厘米见方。

关于书写《盛京赋》的故事，沈广
杰回忆道：“2010年春节刚过，沈阳地
铁建设指挥部为宣传沈阳城的历史文
化，欲寻找一篇古人讴歌沈阳历史的
长赋。经过研究，一致决定用《盛京
赋》中最后的‘颂诗’部分，题名《盛京
颂》，不失该赋的原貌，又概括了赋的
全部内容，共计380字，加上题名和落
款不到400字，作为装饰可达到更加完
美的效果。指挥部将这项艰巨的书写
任务交给了我。”

“接了任务后，我先寻找适合书写

的长卷纸。为了更好地表现‘盛京颂’
的内容，让人们皆可认识其中的文字，
我决定采用古帖中的行楷字体，并力
求不刻板。当时，我的书法以王羲之
为宗，又参于米芾和王铎，用笔出于法
度而流畅。前后共构思书写四卷，经
校对无误，才将自己满意的一卷送交
指挥部，通过审阅后送去制作。”沈广
杰接着讲道。

2013年夏，沈阳故宫博物院出版
线装本书写体《盛京赋》，经院里研究
决定仍由沈广杰书写。因为有了经
验，沈广杰购得百米长纸，依照乾隆帝
御笔风格，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完
成了该赋的全部文字，图书顺利出版。

沈广杰说：“有关《盛京赋》的文化
记忆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沈广杰书《盛京赋之颂篇》
成为著名文化景观 艺

术
微
论

沈阳乘地铁到中街站别忘了看《盛京赋》

当代书家用笔墨诠释文化自信
本报记者 凌 鹤

意在笔先何其重要，从一场展览可
以得到诸多启示。

6月20日开始，上海中华艺术宫成为
视觉焦点，起因在于一场书法展览引起
反响。展览名为“大块文章”，语出李白

《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况阳春召我以
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大块文章”
即大自然赋予的锦绣之色，引申为以个
人艺术情怀致敬中华经典名篇的文化自
信。展览分为5个板块：汉地广大、笔寄
文心、隶变探微、丹崖墨痕、陶写余欢。
展览充分展现当代书家的入古、特性。

“意”贯穿于各个环节。
此次书法展览的作者是当代著名书

法家、文博学者，隶书前沿探索获得书界、
学界公认的鲍贤伦先生。其每次书法展
览都会产生文化效应并引起反响的主要
原因与他首重立意密切相关。从中国美
术馆的“我襟怀古”到鲁美美术馆的“霭霭
停云”，再到如今中华艺术宫的“大块文
章”，立意鲜明、文化内涵深厚，深刻体现
中华书法的文化基因与艺术血脉，堪称

“意在笔先”的典范。
意在笔先，是说立意、构思在下笔之

前就已确定，引领创作的进行。“意”的高
下决定作品格调的高低、思想性与审美
性的含量。对于书法艺术，“意”尤其考
验书家的综合学养。

有了历史性思维、开阔的眼界、文化
哲思、人文关怀，“意”才能充分立起来，
随之而来的创作明晰可行，书写之气韵、
技巧、趣味自由驾驭，烘托主题之“意”。

当下，如何做到主题性、艺术性、感
染力兼具，“意”是前提，统揽全局，并以
笔释之，笔法可以支撑其“意”。鲍贤伦
的隶书食古而出，具有创造力和创新性，
去除“蚕头燕尾”的装饰性。碑简相结
合，体现笔墨形态中的时间性要素；体势
由横转纵，展现既古典又现代的审美意
境；笔意相合，留下书法发展的当代印
记，带给业界诸多思考和启迪。

从“大块文章”展
品味“意在笔先”

凌 鹤

“书圣”王羲之是东晋时期的
书法家，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书
法史上的“二王”，影响千载。王
羲之的隶、草、楷、行各体兼善，出
汉魏而自成一家，是当时的创新
派、革新家，创造了新的书法而流
芳百世。其代表作《兰亭序》被誉
为“天下第一行书”，书写平中见
奇，结构天成。自然即兴的书写
中，每个字都可成为书法的法则，
体现了中国书法的至高境界。

古人称《兰亭序》如“清风出
袖，明月入怀”。全文 28 行、324
字，字字“飘若浮云，矫如游龙，云
谲波诡，变化无穷”，一改汉魏以
来质朴稳拙的书风，其妍美雄秀
之气，似出天然。

当代著名书法家、北京大学

教授李志敏评价：“王羲之的书法
既表现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简淡
玄远，又表现以儒家的中庸之道
为基础的冲和。”王羲之将其风
度、气质、襟怀、情操融进作品之
中。章法、结构、笔法堪称完美。

《兰亭序》为行书帖，从其圆
转流美的行书字体中可以感觉到
东晋楷法的完备，隐含着楷书的
骨力，作为一种典雅、逸趣、潇洒
的时代风格，无人能超越或与之
相伴。那种疏朗有致的布局，劲
秀双逸的风神，纵横自如的取势，
使后世学书者往往不得其门。单
看其用笔的丰富，就有藏锋、回
锋、牵丝、映带、由方转圆、由圆转
方等种种奇妙变化。有些笔画带
有隶书遗意，变幻莫测，平和之中

见奇纵，展现出高妙的艺术魅力。
鲁迅美术学院书法系研究

生、青年书法篆刻家李旭认为：对
于《兰亭序》的“崇拜”，可以看作
是向传统经典致敬的一个标志，
是书法文化精神、传承意识的向
心力。从书法本身来看，《兰亭
序》虽少几分晋人简约的笔意，却
有瞬间生发的高妙笔触；虽没有
唐人顿挫的笔法，却有精彩的细
节处理。足以体现天地物象，给
人以审美上的归于自然。可以
说，《兰亭序》承载着从魏晋到初
唐每一阶段的书法发展脉络，配
得上“天下第一行书”的称号。从
另一角度看，以《兰亭序》为中心
的学术争论，从古至今从未间断，
促进了书法研究的发展。

《兰亭序》因“平中见奇”为“天下第一”
本报记者 凌 鹤

经典鉴读 JIANDU

卢林书写《盛京赋》长卷（下）及局部（上）。

沈阳地铁中街站《盛京赋之颂篇》。

神龙本《兰亭序》（局部）。

沈广杰书《盛京赋之颂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