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书法史是一部文人心灵史。

文人书法本质上重人、重文，因此不可忽

略其深蕴的“文”“人”“书”性质。即：一

是“文”学的修养；二是高尚的“人”格；三

是书家的技法。文人书法是包括了“人

品、学问、才情、思想”这四要素的。可

见，即便文人书法不是中国书法的全部，

但由它所体现出来的性质正是中国书法

的人文精神的主要所在。

杨宇全兄，原籍山东，早年供职于山

东省艺术研究所（今山东省艺术研究

院），世纪之交被杭州作为人才引进，此

后便从泉城的文化圈忙碌于杭城的文化

圈。我与宇全兄交往有年，更愿称其为

“文人书家”。宇全兄对曲艺、杂技、书

画、戏剧独有心得，是一位在“交叉学科”

诸领域颇有建树的“跨界”高手。其在专

业学术的论述上，注重学术的专业理论

基础，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侧重于学

理性与学术水准。不管是杂技、曲艺，还

是戏剧、影视等舞台艺术，均有涉猎，且

能深入研究，并形成自己较为系统的观

点。20世纪 80年代末叶其一篇长篇论

文《吴天明与赵焕章的世界——乡土电

影比较谈》发表后即被光明日报社主办

的《文摘报》重点转载，一些电台也纷纷

转播，且文笔之犀利、文思之敏捷，由此

可见一斑。

文人书法的人文精神内蕴是中华民

族的一个文化创造，也是对世界文化的

一个历史贡献。新文人书法的本体价值

与社会价值在于文化品格的铸造!只有

不断提升文化品格和精神境界，把思考

的角度向纵深推进。宇全兄曾参与《中

国戏曲志·山东卷》的编撰，专著《山东杂

技史略》（再版易名为《齐鲁杂技简史》）

添补了山东杂技艺术研究空白。由他撰

述的《浙江杂技简史》出版以后颇受好

评。一个人写了两个省的杂技史不能不

说是一个艺坛佳话。此外，先后出版了

书画评论集《挑担书画进北京》《文人墨

客两相宜》、长篇小说《萧家子画像》等，

迄今，其数百篇研究评论文章见诸《人民

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

报》《美术观察》《书法》《民艺》《曲艺》《杂

技与魔术》等中央及地方报刊，有的还被

一些报刊及知名网站转载或摘载。

新文人书法不仅要体现我们民族的

传统文化精神，完美地展示新文人书法

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宇全兄认为，

作为文人书家，其最终成就大小，修养与

品格及一个人所达到的思想境界将起到

决定性的作用。宇全兄主张借助文化修

养、理论素质来提升自己的书法创作和

笔墨表现能力，从而构建自己的审美理

念和书法艺术创作图式。因此，宇全兄

以治学之心为文为书，其在抒发胸臆的

同时，更注重赋予作品内在高尚的人文

内涵。

宇全兄从事文艺工作三十余载，受

齐鲁文化与吴越文化的浸淫与滋养，加

之数十年临池不辍，故对传统有着深厚

的理解，且十分注重修养与实践相结

合，其对《宣示表》喜爱至极，常常置其

于案头枕边，随时取阅欣赏。对钟繇的

《荐季直表》《贺捷表》以及赵孟頫的《汲

黯传》也下过很深的功夫。此外，他转

益多师，以小字反复临摹二王、杨凝式、

黄庭坚、苏东坡等先贤作品，从中汲取

营养。笔画精稳，凝重端雅，有晋唐先贤

写经笔意，书卷气浓，给人以清新隽永之

美感。

笔中有物，墨中有韵。宇全兄书法

风格和审美意境的形成，主要源于深厚

文艺修养和艺术个性。宇全兄书法作品

是其内在情感的自由流露与体现。其书

法用笔的轻重疾徐很自然地形成一种沉

着、舒缓的节奏。笔下线条的粗细、长

短、字形大小都不相同，自然书写不做

作，这种无意中形成的节奏正是主体生

命节奏在书写中的展开，故让人感觉到，

这些线条是有生命情感的，很美。字里

行间有一种充沛饱满的情感在萦绕回

荡，处处闪烁着诗意的光泽。

宇全兄诸体均有涉猎，尤以小楷为

学界称道。其小楷追求古、雅、简、静，有

笔趣，有墨趣，有意趣。中锋立骨，侧锋

取妍，点画转折、衔接之处自然清楚，趣

近真率，醇雄清古，表现出一种朴素的自

然之美。点画与结字，如风行水面，字字

用力，笔意酣畅生动。章法布局上或正

或欹，或大或小，时疏时密，时长时短，奇

古生动，参差错落，意味醇厚。观其书写

的《心经》一帧，落笔处圆融，存筋藏骨，

笔法张敛游刃在规矩之内，却又洒脱于

性情之外。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精神

意态，其所产生的美感，能使玩之者无

穷，味之者不厌。

书创作是一个趋雅避俗，吐故纳亲

的过程，不但关系到一个人的学力，亦关

系到一个人的修养。宇全兄注重将字体

结构融化为一种内心情绪的符号语言，

注重用笔情趣上的奇逸变化、疏密有致，

以此表现出一种淡泊平和的心境与平实

质朴的情绪。更多的是借助字体结构的

抒写，用笔用墨传达出的心灵境界，反映

出“中得心源”的深厚造诣。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是性情挥洒的文人情怀，流畅的

书法线条和了然于心的章法布局，是其

经年累月、厚积薄发后的自然挥毫，也是

平日涵养后才情的自然发挥。其书法作

品如同其自我写照，很真实的展现了他

追求一种属于自己的气韵、格局、意象，

以企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

中国书法推崇“以人品为先，文章次

之”“先器识，后文艺”“先道德，而后文

学”，这种重视伦理思想对于书家的人格

塑造和书法创作都起了巨大的榜样作

用。当前，在大师远去、众声喧哗之时，

衷心祝愿宇全兄以高品位、高格调的作

品，去展现新文人书法审美追求，弘扬中

华审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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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人视野下杨宇全书法创作摭言

▲杨宇全行草作品▲杨宇全行草作品

▲杨宇全行书作品▲杨宇全行书作品

◎ 杨天才◎ 杨天才

杨宇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理事、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杂技家

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杂技

家协会副主席、杭州市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等，还被一些高校或研

究机构聘为教授或研究员，现为杭

州市文化馆（杭州市非遗保护中心）

研究员。已出版专著20余部，多次

获得省及国家级奖励。

书法方面的职务主要有：浙江

省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杭

州市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杭州

市书法家协会理事，杭州市书画研

究会副会长。

▲杨宇全行草作品▲杨宇全行草作品

▲杨宇全行草作品

▲杨宇全小楷作品

▲杨宇全出版的部分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