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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追逆涩存古质 气逐雄豪显风流
!

倪 越

旭明书风素以豪纵奔逸见赏于时，其翻转腾挪、跌宕欹侧直

如涛涌潮回、山倾石坠，颇能造险生势激荡人心，时人亦往往偏爱

其旋卷驰骤之势，以其能快人胸臆也。然旭明未尝偏执一面、独求

险绝，其亦心慕古涩、情追隽逸，笔以先秦古籀取质、势以晋唐新

体求妍，是能折心降志，旁取博涉，得先代碑版法帖之滋乳，含融

孕化，遂渐移其志欲、易其面目而换其气质也。

习艺之初，旭明即喜豪纵阔达之风，选贴亦多为米、苏、素、

旭，虽迫于师命以玄秘、倪宽、圣教、书谱为课业，然常越出雷池，

左冲右突、横撑竖格，日日换帖，其甚者常有一日数帖之为也，其

年少气旺、跃跃欲出，毕见于其早期书风及习书之法也。其时旭明

好作行草，不涉他体，但知一纵所欲，偏求险侧，亦少年快意恩仇

之必然也，虽乏蕴藉从容之韵，有刚脆粗砺之弊，然其超迈豪阔之

气已逋露端倪而不可遏也。

及其学成返里，始出入于高邮书法圈，其任笔腾挪颇见新意，

偶题店招，洒脱激荡、气象超迈，真有乘东风而一日千里之势也。

后渐随众投展，不意两落孙山，乃奋然掷笔，罢书自省，始知稍减

刚猛锋锐之气，而寻绎同道成功之径路也。待其复出，果获佳绩，

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也，进省、晋京……直至斩获兰亭大奖，始破扬

州书坛获奖之纪录也。峰回路转，局面大开，此后，旭明之书益见

其自信果决、挥洒信笔之风也。

岁月之更迭转递、人生之起落升沉，促使旭明不断回视返观，

不再被动应付展赛时风之变，而能由内而外以心源之渐丰促成书

风面貌之演化，既须保持自身秉赋气质之特点，亦必加强修为学

养之锤炼。旭明之书初由涩辣支离而入流转倜傥，其流丽俊爽、精

稳狠准令人触目神畅，一如乘风飞举、顺流飘驰也，其得意风发，

何其快哉！挥运之际，一拓直下，意驰笔纵，无须臾留驻也。得意之

间，旭明却能回思内省，旁涉钟鼎盘铭，既以金石注流媚，复以流

美化古拙，两相参正、矫合相成，不唯增益书体之丰，逾能丰沛气

韵之淳也。

书风之演化实亦人生之演变、思想之演变也。旭明之书风随

其思想、人生而衍生出诸般面貌，可洞窥其心路之盘旋往复，未尝

稍懈于涉远登高也。

心趋大美 道境有待
———《殷旭明书法作品集（二）》序

□柏为民

乡亲加同好之缘，使我有幸拜读了旭明先

生先后面世的三个作品集和即将面世新集之样

稿。其间呈现的长足进步和扎实高度，令我欣喜

钦羡。

遵嘱为本集作序，力不逮而情难却。眼拙文

鄙，虽循例名之曰“序”，实不揣卑陋之闲话耳！

出以诚心，取会雅意，吾之愿也。其违离讹谬、贻

笑大方者，已然是丑媳妇拜见公婆，随缘任性而

来，恭候指正评点！

品赏旭明先生的书法作品，被其感动并为

之欣慰的，是他那激荡呼啸、笔飞墨舞的挥毫手

段，及其所传达的食古能化、灵通妙会的极高悟

性和心高志远、精进不懈的巨大潜能。

动作潇洒、速度快捷的挥毫表象所力证的，

是旭明先生的技法层境，已经得到“从心所欲不

逾矩”的突破性升华。挥毫作书，落笔即法，锋行

而法随，几臻不假思索、自成规矩之自由状态。

且笔下有灵，其结字之笔画，都是同体连肢的自

然连接与组合，是连筋带骨地“长”出来的。其章

法之行，又似一个超凡的精灵，化身千万，纵情

歌舞的自然流布。彼此气韵相通、痛痒相关，进

退有仪、典雅自如。此技之道也，是登攀书艺之

道的必备天梯。

旭明先生诸体兼善而工于行草。与同是花

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前一书法集相比，本集各

体作品的面貌与气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都

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尤其是在行草书佳作中，更

是出现了我所热切期盼的气韵与境像。我心悦

而叹：是心可待，有大美存焉！

玄妙之技的中国书法，天高地厚、博大精

深。其宗直指自然大道。作为生命艺术的书法作

品，其实就是书家生命性状（从生理到精神、从

内在到外在）的艺术写真。是写意式投影在纸上

的书家赤裸的灵魂。

痴迷书法且有幸蒙其眷顾的旭明先生的每

一个作品集，都是他在书法艺术的征程中，尽心

竭力地进行自我否定和自我重塑的真实记录。

是他生命之树永久鲜活的年轮。诉说着他不断

增长的坚毅与稳健、自信与从容，如何自然不断

地销熔先前的躁急与率性、犹疑与彷徨的艰辛

历程和动人故事。

旭明先生挥毫作书的技法道境，闪耀着他

大而化之的灵慧之光。赖其照耀，先生方能步履

从容、稳健而清明无碍地在晋唐法境中优游自

若。以诗意的笔触，在法与无法中徜徉。丹青妙

手般用笔结体、象物抒情、写意造境，会之于文

而妙写其心。

卷首“庭养池潜”联，借魏楷之形，融篆隶笔

意，纵开张奇逸之势，形神兼备，以境明心，写其

冲天凌云之志。

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之行草中堂，

体现了旭明先生的创作理念由设计表现到融通

随缘的蜕变升华。作品枯涩浓淡、疾徐纵敛，随

意所适、自然流畅。笔下风云际会，字中乾坤轮

转。布白紧密而不壅塞，层次鲜明通透。零星散

落的浓墨重彩与枯笔淡墨的缤纷背景交相辉

映，阴阳的对立统一如光与影的相与依存与自

然投射。于柔逸中见雄放，描绘了诗歌的独特情

境：意态安闲的王维与醉酒狂歌的裴迪性格迥

异，因超然物外的心迹相通而成就了奇妙和谐

的人文风景。作品一泻无遗的，何尝不是书家心

中的云雨风雷？

屠隆《婆罗馆清言》之行草书条幅，是禅境体

悟的心灵之歌。心为文映，迹与神通。心情神怡、

悠然纵笔。笔随情发、字逐境生。“花”写姿之晏

妙，“香”形味之悠远。“桃开梅谢”则雍容华贵，畅

达典雅，尽显人生实境之繁华缤纷。而“达士悟其

无”的清逸飘摇，“自净其心方寸”的劲健空明、不

染纤尘，“居然”等的素淡质朴、脱尽铅华及“莲

界”、“蒲团”的圆融清和等，都恍若书家心中的超

尘寂寂、禅意幽幽之境。气韵温婉清奇，字里行间

似有泠泠清越之声萦回留连。书境由实而虚、虚

实彰显，宛然一幅“夜静春山空”的抽象写意。正

是旭明先生脱略铅华、心趋大美的胆魄与睿智，

使作品出现了“损之而益”的清明灵通之气。

能舍取弃方能终成大家。“取舍”是“谋”，

“舍得”通“化”。“取”乃眼前已有，“得”为意外之

获，能捅破一层层通向天外之天的窗户纸。只有

不碌碌于实的设计与表现，才不致终陷俗世凡

尘而有缘升临太虚灵境。个中消息，弥足珍贵。

草书施肩吾《秋夜山居》呈现的是“明月松间

照，清泉石上流”的自然胜境，遒婉温润、清丽可

人。其运笔作字，一如利刃钝石刻磨于温润的白

玉之上。力实气空，枯而亦润。入木三分，浓则清

新。在规矩中挥运，于妙悟中纵情。既有有意的理

性思辩，又有无意的自然流露。字距行间，离合自

然。各得其所，了然无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

之能成？”（孙过庭《书谱》）势若奔泻而其境安和，

折射出书家敞亮清透、优游自若的心灵境像。

草书四条屏“杜甫诗三首”，是其草书之用

笔、结字及章法构建深厚功力的全面而稳定的呈

现。风驰电掣、笔走龙蛇，但因其行笔运锋能使转

周全而自信满满、不拘不怯，从容驱策而气畅神

凝。轻重缓急、浓淡枯涩皆随性任情而去，风云变

幻、江河奔泻，悉从飒飒笔底涌

现，宣泄书家自然的主观情绪。

在这些一花一世界的行草

书佳作中，旭明先生“假笔转

心”、“神应思彻”地遣情挥毫。

笔墨过处，“禀阴阳而动静，体

万物而成形。”（虞世南《笔随

论·契妙》）俨然是“行行要有活法，字字要求生

动。”（杨慎《升庵论书?墨池琐录》）潜心读之，如

行山阴道上，峰回路转、移步换景，奇情异趣、扑

面而来。墨迹分明鸣奏着心之乐，拥旋着魂之

舞。旭明先生在用“注入生命”的语言形式巧妙

自然地演绎诗文的意像流、情感流及精神境界

的同时，书写了自己对生活、对生命的深切感

悟，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

旭明先生从质朴的农家走来，真诚善良、

勤奋执着、睿智豪放，是他生命之树得以茁壮

成长的、不断健硕和不断向深广延展的庞大根

系。他在传统的沃土中生根立命，在丰厚的滋

养中舒展枝叶、绽放花蕾。不趋时尚，不尚狂

怪，不为形成所谓的风格而过早地将自己包裹

在习气的躯壳里。惟情是用、惟美是求，勤奋精

进，有幸登上写意造境的阶梯，升入形而上的

艺术殿堂。虽带着青涩，但因为这一步的跨越，

为他敞开了施展身手的广阔天地、不可限量的

发展前景。

旭明先生是不昧于道边苦李的智者。技法

道境的突破使之有了远足追寻书艺之道的进

山之本。因为技法入道的过程，就是一个启智

增慧的过程。经历了由无序而系统，由千万而

化一的妙悟升华，终于洞见了万法一法的庐山

真面，在心中亮起了远足追寻的引路明灯。

技法入道、臻于出神入化的终极目标，是

自然地描写自然、投映自我的生命境界。

草圣林散之晚年的草书作品真正为凡庸

所无法企及的，是其超凡脱俗的神采和超凡入

圣的境界。或许，这就是他辞世前所书“生天成

佛”之超尘灵境的自然。一帖《兰亭序》，尽显书

圣王羲之天马行空而又高贵典雅、细腻深切的

灵魂。灵魂的高度使之得以穿越时空，让千秋

万代景仰和效仿。

技法之道是书家灵魂的翅膀，书家灵魂的层

境意义是书法作品真正的高度。其最高层境是自

然。自然是至高至纯的真，是无言之大美，是书法

艺术创作和评品的最高准则和不二法门。

书法形而上的道境意义指向，是对宇宙自

然终极关怀之哲理思辩。自然万物，无为而有

序；随缘而自适，变化而恒定。自有其运数和定

数。佛经可谓是阐释自然奥秘的真言。“诸法因

缘生，缘谢法还天”，“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

减”，众生平等云云，说透了一个“真”字。

真是书法之根，是人立世之本。书家生命

本体境界的修炼，就是最大限度地向自然本真

的趋同与回归。

“学艺先做人”，绝非矫情炒作，而是从艺

入道之真经。书家只有在参禅悟道式的修炼

中，不断清除心中的层层蔽障，认清自然与真

我，才能让技法之道的翅膀附丽着趋同于本真

的灵魂，在书法的天国里自由翱翔。使作品具

有不言而美的艺术张力。正所谓“同于道者，道

亦乐得之”。（老子《道德经》第23章）

善取方能富有，富有才有可舍，能舍敢弃，

“损之有益”。“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老子之言极简极明，至理入昧。

博大精深的传统，丰富多彩的生活，是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汲取得越多，消化

提炼得越精纯。积淀得越丰厚，也才能飞得越

高，走得越远。

于无法中自成法，于虚灵中畅心志，于书道

中作逍遥游，是旭明先生目标坚定和能够企望

的灿烂明天。

先生炉火纯青的那一天，或许会笑看这曾

经的预言。

殷旭明作品（草书镜片）

殷旭明作品（篆书楹联）

释文：去雁声遥人语绝，谁家素机织新雪。秋山野客醉醒

时，百尺老松衔半月。 ———施肩吾《秋夜山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