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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镇江这片历经千年文化积淀的
土地上，不但产生和养育过米芾、王文治、郑板桥等成就卓著、影响久
远的艺术大家，还有如陈履生、宗家顺、包信源、洪斯文、赵文元等活
跃于当今艺坛的书画名人。作为镇江人，更是出于对书画艺术的天性
爱好，多年来，我一直对书坛、画界颇为关注，尤其是对镇江的书画
家，以及曾经在这里生活、工作过的书画名家，更是有着一种由来已
久的崇敬与亲和。陕西省女书法家石瑞芳便是其中的一位。

“书乃心画，书品即人品”，此话在石瑞芳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石瑞芳的书法作品，笔性好、路子正，无论是楷书、行书、隶书还是篆
书、章草皆有源有宗，这无疑是与她父亲的影响分不开的。然而有意
思的是，身为书法家石宪章之女，石瑞芳与书法的最初结缘却不是因
为西安，也不是因为她的父亲，而是一次奇妙的镇江之旅。

五岁时的一个隆冬，她被送到镇江的外婆家。由于长期不见父
母，石瑞芳心中颇为怅然，每每想到远在西安的家，就流出眼泪。令石
瑞芳难以忘怀的是，有一次，舅舅喝得微醉，带她游赏镇江焦山《瘗鹤
铭》。他事先告诉她，焦山有一只白鹤，骑上可以飞回西安的家，于是
石瑞芳兴冲冲地跟着舅舅来到焦山岛，看到了“落笔超逸，神采脱俗”
的“大字之祖”《瘗鹤铭》。舅舅对她说，如果她能把碑上的字写得一模
一样，就可以骑着白鹤回家了。信以为真的石瑞芳，便认认真真地用
手指描摹着碑上的字，久久不愿离开……虽然，期待已久的白鹤并没
有从天而降，但石瑞芳却从此迷上了书法。

八岁回到西安上学后，石瑞芳开始描摹父亲的墨迹，后又转为
临摹古帖。随着年龄渐长，她在父亲的悉心培育下，走过了从与父
亲“如影随形”，甚至连每幅作品均“形与神略相似”，到最终形成
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书艺之路。最初石瑞芳只是伴在父亲左右专注
地观察如何运笔书写，后来在父亲的指导下，每天用旧报纸临写颜
真卿《麻姑仙坛记》以及一些明清草书。或许是基因遗传，石瑞芳
早年写出来的字浑厚华滋，颇有丈夫气。但随着她的作品不断地在
全省及全国级展览中入选、获奖，特别是1993年“石氏父女大型
书法展览”在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后，她清楚地认识到，如此长期下
去，书艺将难以精进。

于是，为走出父亲书法风格的影响，确立自己的书艺风貌，石瑞
芳从传统中寻找养分、在经典中寻求变化。她先后从篆籀、汉隶、章
草、魏碑、唐楷中吸收不同滋养，特别是对“二王”、米芾及《瘗鹤铭》
《张玄墓志》等用功尤勤。不仅如此，为了充实书法中的涵养，也为了
升华自己的精神，石瑞芳读老庄、读经史，于文、史、哲皆有所窥，也有
所悟。擅作诗词、楹联的她，常以一个女书法家的真诚和细腻对书法
进行诗意的评判、论述，如“总角喜闻墨花香，斜攀父辈描‘二王’。而
今识却个中趣，书外精神涵泳长”，又如“研颜习米过中年，镇日劳心
几曾闲。秋幕曾经五原过，留得新墨请君看”，无不给人一种别出
机杼的审美情思。

身为名门之后，石瑞芳很早就有机会结交了钟明善、雷珍民、
赵振川等众多书画界“大咖”。这些常人难以企及的言传身教之
惠，不仅进一步拓宽了石瑞芳的学识、境界与胸怀，还使她的综合
素质、修养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提升。由于石瑞芳工诗词、楹联，
所以她的书法作品大部分内容也是自己创作的诗词、楹联。她有很
强的文学表达能力，在其书法作品中更能彰显才华。显然，这些都
体现了她父亲“书画只是艺术的枝叶，文学才是根基。学问的深
浅、修养的优劣、知识的厚薄，决定了艺术造诣的高低局限”的教
导。石瑞芳主张，书法家应是一位“胸藏万卷的学者”。

纵观石瑞芳的书法作品，真、行、草、隶、篆诸体纷呈，时而
有江南小桥流水的婉约，时而又有西北汉子的豪放气质。她的楷
书，尤其是小楷，结体工稳，率意天真，用笔擒放自如，意境安
详，给人以悠闲愉悦之享受。她的行书，用笔精到，点画遒劲，时
而呈阳刚之美，时而有浓浓的书卷味。除了擅长楷、行书外，石瑞
芳的草书运笔既沉稳又洒脱，墨色枯润相间，给人以灵妙典雅之印
象。特别是其笔下的章草作品，结体灵动，用笔遒劲，点画浑朴，
给人以简约之中见博大、苍茫之中显悠远之感。她的篆书，线条刚
劲圆润，韵味别具，给人以空灵清秀、平淡天真之味。她的隶书，
法度严谨，古朴隽秀，用笔方中有圆，给人以优雅安详的艺术享
受。

书法艺术是人的情性、品格的流露。石瑞芳待人真诚、坦荡，
她的书法则体现了其人格魅力。难怪李杉评论说：“欣赏石瑞芳的
书法作品，首先感到她在追求大美，而不以小巧妩媚取悦于人，也
不以张扬浮艳取宠于世。其下笔沉稳而不浮滑，纵横有象而又灵变
多姿。”显然，石瑞芳很在乎线条的承载量与情感所带来的节奏和
韵味。在她的笔下，线条峻拔清利、雄逸似飞、潇洒自如、气韵酣
足，奇崛而又平易、跌宕而又和谐，于惊矫纵横、飘逸烂漫中透露
出一种力的冲击和情的感染，让人从静态的字中感受到活跃的生命
动态。在劲健朴茂、端庄典雅的基础上，她的书法兼有拙中寓巧、
雄里藏秀之妙，实乃“美妇书艺，将军风范”。

然而，和所有认识石瑞芳的人一样，我既敬佩于她的艺术成
就，更为她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担当精神而点赞。作为专职书法
家，石瑞芳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书法章法大观》《陕西省书法考
级教材》以及发表书论文章《学书琐谈》《谈草书十二意》等，将
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学术思想给读者分享。“努力做人民群众喜爱的
艺术家”，这是石瑞芳的肺腑之言。多年来，她时刻践行着“艺术
为社会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原则，热心公益事业。无论是扶
贫济困还是抗震救灾，无论是送文化下乡还是书法进校园，总能看
到她挥毫泼墨、奉献爱心的身影。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特
大泥石流灾害以及雅安地震发生后，她都积极参加省市书协组织的

书画义卖活动，为灾区群众奉献爱心。不仅如此，她还和西安市书
协的书法家们先后近百次深入农村、社区、学校、军营、工厂，送
文化到基层。据了解，单是近五年来，她就为基层群众义务书写春
联、赠送书法作品近万幅。此外，石瑞芳还积极参加省委宣传部和
省文联的各种送温暖活动。同时，作为市书协主席，她还为西安的
书法事业繁荣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我的父亲生前常教导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艺术不是技
术，是一个复杂的审美过程，要有胸怀、有眼界，不妄自菲薄，不故步
自封。”石瑞芳在各个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品位。

“愿石瑞芳之书法能跃入中国当代书坛大家之列。”这是中国书
法家协会第六届理事雷珍民对她的祝福，也是我们的期盼。我坚
信，以石瑞芳的书法功底，以她的诗词才气和她丰富的人生阅历，
她的书法艺术必将达到一个更加完美的境界。

天津武清人。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陕西
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西安市文联副主席、西安市
书法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1995年，在“大
庆杯”书法比赛中获“十大才女”作品奖。1996年被
陕西省文联评为“陕西省十杰青年书法家”。1999年
入选中国99位女书法家精品展，被推选为世纪之交
陕西文化艺术界“十大新闻人物”。2002年作品入选
全国第三届妇女书法篆刻展。2003年作品入选韩国
国际书法名人大展。2006年作品入选全国第四届妇
女书法篆刻展。2012年被陕西省妇联评为“三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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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事略被收入《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成》《中日友
好书法联展作品集》等数十种大型书法集中，并被
众多国际、国内大型博物馆和友人收藏。编有《陕西
省书法考级教材》《石宪章书法作品集》等，出版有

《石瑞芳诗词选》《石瑞芳书法作品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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