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法与其它艺术门类在创作的本质与规律上是相通
的。书法创作必须经过模仿、吸收、积累、取舍和升华的过
程。书法创作的前提条件是继承传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
有理由去谈创作，才能对当代文化艺术思潮和审美取向作
新的认识和构建，才能符合书法创作的发展规律。书法创
作中人性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创作者自身的人
生体验，情性气质、审美取向，以及对艺术悟解成熟度，都
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创作的成效，左右其个人风格的形
成。书法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和作品精品化，是整个时代书
法创作繁荣的特征和标志，作为书法创作者应当在具备过
硬基本功的基础上，求得新的发展，找到历史、时代、个人
之间的交汇点，从而构建出具有鲜明风格特征、时代气息
和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书法艺术品。

作为一名书法家在创作上必须具备临帖能力、姊妹
艺术营养的综合吸收能力、创新求变能力，当然，作者的
才情与灵感也十分重要。

对于创作来说，临摹是最好的基本功训练，无论是对
临、默临还是意临都是学习和积累。有人说：临摹等于

“拿来主义”，此言其实不然。临摹的目的和意义是为创
作服务，不临摹等于“府中无货”，谈何创作？临摹时一定
要找到感觉，最忌死临，感觉对了则心手双畅，感觉不对
则怎么临也不像。当积累一些临帖基本功之后，可泛临
一些个性较突出的古代经典书家的作品。缺什么补什
么，线条僵硬者可选些线条奔放流畅的字来临，线条飘弱
者可选一些厚重雄强的字来临。我初期临习颜、柳，随后
临习米元章行书，以及元、明、魏晋小楷和汉隶，在此基础
上，同时交替临习王铎、傅山、黄庭坚、怀素等法家墨迹，
并对其字形特征、笔法等进行剖析、比较，作深入的研
习。我采用分解临摹的方法：读帖→重点临摹笔画→重
点临摹结体→通篇临摹的过程。分解临摹法最大的优点
是便于记忆并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临摹就是储备，
临摹越广储备就越丰富，应变能力就越强，日后的创作中
就越能得心应手。欲速则不达，临摹需要耐得住寂寞，只
有通过临摹的长期积累和储备才能为书法创作奠定坚实
的基础。

书法之所以能成为一门仰之弥高的艺术，取决于它
所承载的深厚的文化内蕴，而形式与笔墨仅是一个过
程。它的价值在于看它所表达的作者情感的多少。书法
最主要的是写出自己的感受，而要表达这种感觉同样需
要一定的载体，这就是书法千年的传统血脉以及书写者

自身多方面的修养。当人的精神修养和表达的形式与书
法作品融成一体时，就会达到最高境界，出现精品，这就
是为什么历史上会留下精典之作的原故。而古人恰恰最
注重修养二字，像“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既是书法大
家又是一代文坛巨匠，诗词书画无所不能。创造“米点
皴”的大书法家米芾在绘画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可以说，
书法是一个人文化知识、品格修养、心性情趣的综合体
现。优秀的书法作品需要情感的融入，个性的表现和学
养的支撑。我们常常要谈及“字内功”与“字外功”的概
念。字内功就是学识，是与书法直接相关的那些功夫，如
技法、艺术理论、书法史、书写材料等；字外功也就是修
养，是与书法不直接相关的书外功夫，如中国文字学、文
学、哲学、美学、建筑学、绘画、音乐、舞蹈、雕塑，以及阅
历、见识、道德修养等。宋陆游有“功夫在诗外”之说，今
天的书法界，人们也提出了“功夫在书外”的意见。简经
纶《书法漫谈》中说：“盖字本为文人之末技，而书字之本，
在能书处求之，乃为上乘。”综前所言，只有真正具备学识
与修养的人，其心神才可致远，其书法方可进入佳境。

在书法创作上，我提倡并注重作品的原创性。学习
书法的目的和意义在创作。艺术创作就是自我的表现，
而不是抄袭和拼凑。当你面对展厅内千篇一律，风格雷
同，毫无创意和个性的书展，不觉得有些失望吗？社会在
进步，应该提倡对各种艺术风格的探索，创作出既有时代
特色又有个人风貌的作品。随着书法事业的发展，书法
作为艺术品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艺术展厅。其展示和欣
赏的功能不断升温，创作方式也在不断创新。我认为，任
何风格的书法创作都不能急于求成，不能离开对传统的
深入研究，不能偏离书法三要素：结体、线条、章法。当激
情、灵感以及强烈的个性与丰厚的学养、扎实的基本功融
合于一体时，才能创作出好作品。我喜欢在早晨写小楷，
推开窗门，整理好书案，通过研墨让心情自然放松入静，
找感觉。如果感觉不对，我会到公园走一圈再回到书房，
尽量把心绪调整到最佳状态，心无杂念才能出好作品。
深夜是我创作草书作品的最好时间，四周寂静无声，呈现
在眼前的是“黑”与“白”的世界，只听见笔毫与纸张摩擦
的声音，我的诸多自认为相对满意的作品都在夜间完
成。我的草书创作感性多于理性，强调将书法艺术语言
与诗意的融会贯通。用笔大胆果断，有提有按，节奏明
快，轻重徐疾并进，中锋侧锋并用，线条长短搭配有粗有
细，用墨干、湿、浓、淡、焦结合，兼用涨墨，通篇一气呵
成。追求大气、豪放、飘逸、灵动的艺术效果。草书创作
在书写内容上我都选择会背诵的比较大气或优美的并能
领会其大意的诗词，这样有利于作品整体气脉的贯通和
艺术语言的表达。我一般不写不熟悉的内容，因为草书
创作不宜看一字写一字。“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之类的诗词其文本意境不宜用草书创作，可用行书、楷书
或隶书往安静、趣味性方向创作；毛泽东《沁园春·雪》以
及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等大气奔
放的作品都可以用草书创作。其实音乐也一样，好比刘
欢演唱的《弯弯的月亮》不可以用王宏伟演唱《西部放歌》
的调子来演唱一样。草书比其它书体更能抒发情性。我
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则，心手相应，在和谐自然的书写状
态中，将饱满的激情贯穿于创作的全过程。力求在统一
中求变化，在变化中见统一，无矫揉造作，生搬硬套之习。

这间不足十五平米的书斋——养砚斋，虽然小了点，
却是我心灵的一片净土。我喜欢书斋这样的氛围，我感
受到了笔墨的乐趣，常沉醉于一点一画之中，书法的融入
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朱盛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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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盛柏，福建省尤溪县人。毕业于福建师大美术系，现为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三明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曾获福建省第九届百花文

艺奖、福建省首届“丹青奖”金奖、福建省第七届艺术节最高奖奖；作品入

展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三届草书展、全国第二、第三届永

乐宫书画展（优秀奖）等，并被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私人收藏。

我的书法创作观

▲刘禹锡《陋室铭》

▲草书朱熹《观书有感》 ▲朱熹联《客至·山居》 ▲对联《虎踞·天翻》 ▲苏轼《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