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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现代艺坛有着重大影响的书画
巨匠，朱复戡先生在山东的一段岁月是最
耐人寻味也最不容忽视的，这一方面固然
因为他的许多代表作恰恰产生于这段对他
九十年的人生而言可谓备尝艰辛的时期，
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近乎于流放的二十多
年间，他凭藉对艺术的精诚、身处逆境而
绝不妥协的胆魄以及巨大的人格魅力，聚
拢了一批艺术青年，从而为齐鲁艺坛积蓄
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潜力。而在复戡先生所
青睐的后学中，段玉鹏无疑是一位佼佼
者。

我记得早年沈尹默先生在给一位友人
的书信中曾附言叮嘱当时还很年轻的蒋峻
斋（维崧）先生，不要学他的书法，而应
学他的用功与勤奋。这一番话可谓简单明
白之至，但却颇有弦外之者。在我看来，
前者多少含有谦虚与客套，本意应是不要
胶柱鼓瑟地学习；后者实质上是人格上的
勉励与引导，因为信中还有担心峻斋先生
堕入名士风流一路之类的警示。尹默先生
的叮嘱中所涵融的精神在其他艺术大家的
话语中也不少见，诸如“学我者死”之类
的感喟。但有一个历史的情结却是挥之不
去的，即任何一位或境界超拔或特立独行
的艺术家在潜意识中都希望自己不是一座
历史的孤岛，而应是一块峰峦迭起、江河
纵横的大陆。这种丰富性从何而来？当然
除了有一批能承续血脉的后学则别无他
途。那么应如何承续？一言以蔽之，人格
精神的延长而已！这也是尹默先生叮嘱的
含蓄所在。以之观照玉鹏兄与复戡先生的
师承关系，其要害也正在精神二字。在同
辈大师中，复戡先生以多能著称，跨了
诗、书、画、印几个大类，其中篆书和篆
刻是其轴心。这既说明他是一个天才的多
面手，同时也意味着以多重艺术因素强化
单类创作的初衷。因此，观复戡先生之
艺，譬如行草，画韵、隶意、篆痕可谓交
相辉映，真似花雨缤纷，体现了一种单纯
中的丰富。玉鹏兄于书法则篆、隶、楷、
行草诸体皆备，而尤长于隶书；至于印
事，更是本色当行，为当代印坛翘楚。这
种宽口径的艺术选择，隐然可见复戡先生

影响的烙痕。去年适值玉鹏兄花甲之庆；
在贺寿书展上占据最大空间的当然是他最
拿手的隶书，但同时也展出了以往从没见
过的小楷。你看了这些作品后绝对不会认
为是为了展览形式的多样所作的急就章，
而是感受到了一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的隐约的醇厚。如果你展开遐想，便
会进一步与他的擘窠之书联系起来，从而
会恍然而觉——这一份大气显然得力于大
字的沾溉；当然，他的大字之所以避免了
一般写手难以避免的粗糙，却是受惠于小
字的训练。至于篆隶中有行草意，行草中
存篆隶味，更是他艺术追求中题中应有之
义。所有这些，都是复戡先生的法乳滋养
的结果，其中可见精神基因的遗传，人格
结构的承接；既是目击道存，也是直探本
源。

当然，以上所云，可谓方法与方向
上的引导和追随。在具体的艺术实践
中，玉鹏兄还有更为深入而细致的自我
设计。譬如，他一方面通过对各种书体
的全面涉入提升综合素养，另一方面又
确立了以隶书为重心的目标。这一选择
看似毫不经意、十分平常，但实际上却
包含着试图寻求最佳的美学对应的良苦
用心。因为对复戡先生来说，隶书是他
相对倾力不多的一种书体，以之为准
的，既是一种补偿，也是一种突破；还
有，隶书承篆书而来，又开启了楷行草
的历史端倪，在客观上突显了一个富有
挑战性的艺术命题（从历史上看，相对
于楷、行、草，隶书巨匠可谓少之又
少，这似乎是不容回避的悲剧性暗示，
这种悲剧性使许多才情纵横者在隶书面
前望而却步，这更强化了古典时代隶书
的薄弱），而在主观上则为书学修养相当
全面的玉鹏兄提供了一个能够发散艺术
提淀的对象。的确，在诸体中，玉鹏兄
于隶书投入的心力最多，也最具原创性
质素。从书法艺术的特质考虑，隶书创
作的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于平衡中现跳
宕，在整饬中求险仄，因此，这也使呆板
僵化的碑志习气成了许多书家难以逃避的
宿命。玉鹏兄对此极为明暸，因此他一方

面尽力保留隶书的雍穆安详之长，另一方
面在用笔上又掺入了楷书的斩截和行书的
流宕跳跃，如此，便支撑起了这样一个表
里互补、形质相映的世界：整饬的形式背
后流淌的是一汪放达不羁的生命之泉，它
以其琤琮之声，奏起一曲美的凯歌。写到
这里，笔者不觉勃然心动，联想起目前流
行书风中的“隶变”。一些前卫者为了在
瞬间与古人拉开距离，甚至不惜以牺牲知
识与理性为代价，展示所谓“艺术的原
创性”。如将新出土的篆书中的一些写法
融入创作中，以体现结体的独异。的
确，面貌是“新”了，但却演了一出关
公战秦琼的闹剧。如果将这个背景与玉
鹏兄颇富深意的探索相对照，自然有上
下床之别，甚至有判若云泥之感。因
此，这里又不能不提到所谓的原则性。
我们应该承认，对任何文化活动乃至一
切社会行为而言原则性几乎是抵抗一切
毁坏性力量的基石，而这一基石的根源
则来自于人格的原则性。在笔者与玉鹏
兄的相处中，感觉到他随和、活泼甚至
带有几份谐趣的外表下，潜伏的正是这
种冷峻的素质。山东省书协曾与山东大
学联合开办研究生课程班。身为省书协
副主席的玉鹏兄率先报名，而且几乎从
不缺席。这大概不仅仅涉及到“表率”
问题，应该还关乎文化伦理这样一个大
的原则。再者，原则性固然是对散慢人
生的制约，但同时也是以肃穆的方式对
温情人生的补偿，玉鹏兄身上洋溢着的
古道热肠即来自于此。记得曾担任研究
生课程班教学的鲍思陶教授病重时，玉
鹏兄率济宁全体学员前去探望，并给予
了经济资助。以上这些细节，可谓方整
中见性情，性情中见方整，正是它支撑起
了玉鹏兄沉著而又烂漫的人格世界。

玉鹏兄正当花甲之年，对一个成功的
书家而言，这正是能够进一步形成突破与
变异的最佳时期。是的，在经历了一番与
古翱翔的历史沉醉，一番朱门皈依的严格
师承，一番高楼凝望的苦苦期盼，玉鹏兄
一定会悠然地步入一个飞花满路、柳暗莺
啼的胜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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