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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碧波在成为书法家之前，经历过一番苦苦的磨炼。
夏碧波1980年出生在湖南黑茶之乡安化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当

地有一种习俗，把擅长写字当作是人的美德。夏碧波深受这种文化的
影响，立志要把字写好，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16岁那年，他以优异的
成绩考上湖南省林业学校，正式离开了他熟悉的山与水。在学校里，他
第一次拿起毛笔，开始了一笔一画单调枯燥的训练。学校书画协会的
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子，成了夏碧波日夜学习的地方。在那里，他
写呀写，晚上写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醒来又接着写。这样的日
子持续了三年。1999年，夏碧波要毕业了。学校没有忘记这名勤学苦
读的学生，为他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个人书法展览。谈起这次展览，
夏碧波满怀感恩之情：“没有学校的鼓励，就没有我日后的书法进步。”
从此以后，无论是到广州打工，还是到家乡林业部门工作，他都没有忘
记笔墨香浓的诱惑，始终坚持业余时间练习书法，而且每天写字都在六
个小时以上。工作轻闲的时候，他几乎一整天“泡”在书房里，根本没有

“白天”“黑夜”的概念。他说：“那时候写字入了迷，等我刚刚躺下睡觉
的时候，太阳便升起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刚刚下山。有时候半个
月都难得看到太阳。”他创造了一晚上写一刀八尺宣、一天写两刀毛边
纸的纪录。他的母亲心痛自己的儿子，总是时不时在旁边叫唤他的名
字，观察他的举动，担心他“走火入魔”。他母亲常对邻居说：“我儿子平
时拿着毛笔比吃饭时拿筷子还要熟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夏碧波感
慨良多。直到今天，他的书房里依然没有安装空调，想必那已成为一种
习惯了吧！

时光荏苒。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夏碧波越来越感到，一个人的
成长离不开组织的帮助与好心人的关怀。如今，虽然他定居在省城长
沙，但是他会经常回原单位看看，帮助家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老
乡、同事请他写春联、婚联等，他都一一满足。

夏碧波因书法而得名。他在当地书协组织里有多种兼职。“只要对
社会有益、对人民有利的事都要用心去做。”他说。省书协组织“书法进
万家”活动他参加，省青年书协组织看稿会他到场，遇到当地大型书法
展览他会赶到现场当解说员。他担任了芙蓉区书法家协会主席。他称
这个“小芝麻官大有作为”，故而经常组织本区的书法爱好者互相切磋
技艺。

“人生逢盛世，书法育新人。”从2008年开始，夏碧波走上了“国
展”培训之路。十年磨一剑，他的办学理念与经验越来越受到书法界的
重视与书法爱好者的认可。

“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我们就创作什么。”这是夏碧波的创作理念。
他与学生交流最多的话题就是“笔墨当随时代”。作为一个“过来人”，
他对“国展”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有自己的解读。他说，参加“国展”并非
一个书法家的最终追求目标，但是对“国展”规则的基本遵循不能含糊。

夏碧波认为，作品要靠实力说话——经济强调实力，书法同样强调
实力，实力是作品的兴奋点。基本功扎实与否，要看笔墨、字法、章法、
气息。王羲之书法变化万千，黄庭坚书法气象万千，董其昌书法仪态万
千……学习古人，既要打得进去，又要跳得出来，能把古人精髓注入到
自己作品中。一幅好的作品人见人爱，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
《祭侄文稿》谁有非议？

夏碧波觉得书法作者要善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习书法的时
候，要兼修哲学、美学、文字学等各类知识；下笔创作时，要有想象力，敢
于制造矛盾、解决矛盾，把阴阳、大小、粗细、浓淡及空间时间、喜怒哀乐
等关系处理妥帖。不学习就无法改变现状、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越
多，作品的内涵就越丰富，认可度就越高。

夏碧波说，作品要有继承，更要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每
一次“国展”中都会出现许多新元素、新概念，包括对书家的推崇、对形

式的表现、对内容的取舍、对流行书风的认定等。因此，书家要随事而
变，不可一成不变。书法是国粹，无论怎么变化求新，传统的东西永远
不能丢。所以，每次夏碧波指导学员创作时，学员们笔下都会呈现出百
花齐放的生动局面。

每届“国展”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这需要事先认真研究。夏碧波
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会运用数学模型的方法，分析大数据，制定参考坐
标。他对买回的每一本“国展”作品集都会详读并做各种各样的标注。
他几乎把每届参展作者与评委、作品风格、使用纸张情况、时代发展要
素等资料都存储在他的数学模型中。这是他“国展”培训决胜的神器。

夏碧波总是激情满怀，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学员。他希望他
的学员个个都能超越他。但是他知道，光学书法、教书法不是最终目
的，做人、做好人才是最终追求。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倡导“写好中国
字，做好中国人”，夏碧波对此十分认同。他经常借王羲之、颜真卿、欧
阳询、王安石、柳公权这些书法大家“修齐治平”的故事启发学员们在书
写过程中心手交应、物我合一，通过自然书写的过程，感受所书写的优
美文辞，以期自觉或不自觉地达到“修身”的作用。正如他所说：“书法
家要有书法家的样子。”（杨子江）

中国书协会员、湖南省青年书协副主席兼创作委员会主任、长沙市书协主席团成员、长沙市芙蓉区书协主席、北京人文大学客
座教授。2008年获“中国书法十杰”称号，2015年获“湖南省十大青年书法家”称号。书法作品入展全国首届行书展，第二届中国书
法兰亭奖，全国第九、十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二届楷书展等展览；获全国首届草书展提名奖、全国首届普洱茶艺术节全国书法
展最高奖、“和谐湖南”全省书法展一等奖等奖项。

当代书法创作注重技法与装饰层面
的东西太多，因而回归传统文化背景下的
书法创作是时代所需。当代书法应该得
到传统文化的滋养，当代书法创作也应该
是传统文化的立体表现和外延。

临帖的目的就是要将所选范本临
像。而实际创作时，我们面对的是没有真
实图像的呆板汉字，大脑要快速回忆、编
排组合，指挥手指完成最接近自我风格的
主观创作。这个复杂过程就没有了临帖
的那种自在和惬意。因而临帖的准确性、
熟练性，以及大脑的记忆留痕至关重要。
只有临创兼顾、随机生发，尽可能地将他
人的广义风格引入自身创作的个性刻画
中，才能实现作品形与质的完美统一。但
是，临帖也忌过度，沉溺其中会削弱个人
的创造力。感觉颇有收获便可进入创
作。若不尽意，可以再返回临帖。在临帖
的过程中，思考不能停歇，应反复咀嚼，把
帖中的创作规律像剥笋一样由表及里地
层层剥取，进而找到不同碑帖之间的差别
和联系，融会于笔下，形成自家的创作语
言。

我们笔下点画的姿态、质感是手指细
微变化的产物。应该追求用笔虚无、意念
实在的境地。同时，结字与章法构成应展
现时代特征。这是当代书家确立自我风
格的必要条件。但这不是说要撇开传统
进行创新，而是要在深厚的传统功力和宽
广的审美视角基础上加以自然蜕化。此
非一朝一夕之功。

视觉是书法空间构成的第一感知。
在创作时，书家应调动大脑中的全部内
存记忆，高速地辨析，果断地出手。在
具象生成的同时，还需修正固有组合模
式，营造前人未有之境象。书家营造的
空间图像会引领观者经历短暂而美妙的
视觉旅行，进而与文辞内容珠联璧合、
相得益彰。在中国美学中，老子的

“道”指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
自由是与大自然的融合，虽体现的是极
简体验，但也要合天地之理。书法艺术
的至高境界是表情达意，拘泥于点画结

字的形质必会伤其情性。点画结字的质
朴、简约应是书法的原本状态，大章法
形式构成的视觉效果是冲击观者眼球的
先决要素。

晏子所说的“和如羹”，言尽“和”与
“同”之异也。当代书者取法均在“同”的
层面上纠缠，根源在于展赛的导向、各类
培训的泛滥以及书者自身修为与理想境
界的缺失等等。书技高超其实是同一质
的重复、烂熟，只有量的增加。“和”的本色
是创造，是质的改变。

当下的书法创作存在较强的必然
性。作者反复书写、反复推敲，极尽所能，
力求完美。这样的做法虽然能“制造”出
使自己、令评委都满意的作品，但失去的
却是原始创作的偶然性。特别是抄录他
人的文学作品，注意力大多集中在汉字的
安排与章法的构思上，这使得当代书法创
作的人文精神出现了集体缺失。也正因
为如此，传世之作难以出现。展厅效应已
使文辞内容成为汉字书写的附庸，完全割
裂了文化精神通过书法创作过程实现情
感表达的途径。

当代书坛缺少振聋发聩的巨作。那
么，创作如何与时代一起脉动？我认为书
家应该深入生活、体验生活，让鲜活的时
代元素尽情地展现在我们的作品中。简
单意义上的提高传统文化修养，不能完全
解决书家实际创作中的困惑和迷茫。我
们现在的作品缺乏的是生活上、艺术上的
真情实感的流露。当代书法还需要有正
确艺术理论的指引，需要真正的艺术批
评，让广大书家在良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氛围中不断前行。

上古文字因滥觞于象形，所以从造字
伊始，先人就特别专注于文字的结构造
型。两晋以后，随着汉字书体演化的完
成，书写者对笔法的过度追求成为中国书
法表现力的主导，汉字原始结构造型的特
点不断被弱化。而今，实用书法正在以无
艺的状态不断远离我们的视野。展厅书
法呼唤汉字造型在回归远古萌动后的继
承与创新。 （郝 军）

1971年生于天津塘沽。结业于中国书协首届“国学修养与书法”全国青
年书法创作骨干高研班。中国书协会员、天津市书协理事兼创作评审委员会
委员。书法作品入展全国第七、十届书法篆刻作品展，首届、二届中国书法兰
亭奖，全国第二届青年书法篆刻展，全国第四届书坛新人新作展，全国第四、
八届楹联书法展，全国首届册页书法展，全国第三届扇面书法展，以及全国第
三届隶书艺术大展等展览；获全国第二届草书艺术大展二等奖、全国首届篆
书艺术大展二等奖、全国第二届隶书艺术大展三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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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帖、创作及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