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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岭，1963年生于河南周口，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供职中直机关。中国

书法家协会第五、六、七、八届理事，行书委员会副主任，书法培训中心教授，全国书法展览评委，中国美

术馆展览学术专家组成员，中国文字博物馆艺术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文联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解

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艺术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部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长兼书法创作院院长，中国人民

大学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艺术创作院、北京师范大学师资培训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特聘

教授、书法工作室导师。

书法作品获国家文化部举办的全国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群星奖”金奖、创作奖，中国书法家

协会举办的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奖”、全国第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一等奖等数十次书

法艺术奖。文学作品《大道周口》获2015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是中国文联“送文化

下基层”先进个人并荣获“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

出版文学、书法学专著及书法作品集多种。有数百件书作被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中

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美术馆等单位张挂收藏。

王国维在论及诗词的格调
境界时说：“在神不在貌。”书法
亦然，格调高新，境界高深，在
于形隐神扬，蓄藏风骨。王学
岭书法饱含着这种格调境界，
他的书法神采、风骨兼备，传递
出其书法的多重融变意义。

一、碑学与帖学互济，融变
气格的高逸性

清代碑学兴起，当代亦正深
耕，缘由既是《广艺舟双楫注》
所云“凡魏碑，随取一家，皆是
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也
是当代书法发展路径所需。王
学岭书法，筑楷为基，其楷，心
摹北魏多家，手追晋唐诸帖。
他在碑学中取值有二：一是北
魏墓志的沉厚劲健元素，二是
造像记的雄健遒丽元素；他在
帖学中取值有三：一是《孔子庙
堂碑》的清劲遒丽，二是《韭花
帖》的萧散清淡，三是《麓山寺
碑》的高古雄健，以此变化为
用，机杼自我个性，呈现简远古
雅，蕴含舒朗劲秀；纵逸冲和中
而可窥风神凝远，刚柔相济中
而溢显气骨峥嵘。

王学岭深谙，碑、帖学互济，
绝非形貌混杂，绝非生硬突兀
安排，而是自然天成。故其楷
书，自然峻拙中寓于平和简静，
谨严隽雅中赋予活落清劲；抑
或质朴朗秀中见古雅，抑或内
舒外敛中见心胸豁达之性情；
以及他以行入楷的运笔和用笔
的方圆变化，皆打破了楷书的
程式感，既获得一种时代的清
新意趣，又融变出气格境界的
高逸。

二、劲健与遒丽糅合，融变
审美的丰富性

王学岭书法，善以行书抒情
达性，行书逸格堪赏。其行书，
追求“风神骨气”居上，“以风骨
为体，以变化为用。”（唐代张怀
瓘瓘《书议》）其变之源，是谓取值
王右军、颜鲁公、米南宫，旁涉
杜牧、何绍基等，在此诸多语言
体系中，他善于弃形取神，深思
熟虑，谋取融变所需。他的取
值眼光，专注于人所未见，重视
细节内涵挖掘，以此丰足养分
泉源。

读他的行书，隐约可悟他的
所思所为——思《圣教序》端严
结构形态，取其古朴简静之境
界；思《争座位帖》沉郁顿挫任
笔，取其雄浑宏博之神韵；思
《吴江垂虹亭作》纵逸攲攲侧气
势，取其劲健挺拔之气格；思
《张好好诗》体势姿媚舞动，取
其左右呼应点画之委婉。在此
基础上，他艺术提炼碑学、帖学
元素，举一反三，糅合融变，删
繁就简，形成自我语言体系，匠
心独运，遂成个貌。

王学岭行书，师古功深，然
其形，不张某家某帖，而其神，
则熠熠生辉——劲健而又苍辣，
迭出其书傲然风骨；委婉而又

劲逸，端现其书雅致翩然；凌厉
而又清新，彰显其书笔墨随时
代。他事行书，注重审美内涵
丰富，以期审美意境深刻。一
方面，字势欹正相济，灵动矫
健，纵横互变，端秀、劲险相
生。另一方面，用笔方圆并施，
笔力雄强圆劲，不时把何绍基
的用笔，融变为自己的银钩铁
画，或见收笔挑出清劲，或见收
笔回锋含蓄，或落点顿安，或落
点劲挑，下挑、上挑，短挑、长
挑，轻挑、重挑，变化多端，自然
和谐。再是墨色气韵生动，墨
韵时而浓郁，时而苍茫；线条或
厚重沉健，或细劲挺拔，或劲直
势强，或峭厉神出，极富韵律节
奏，融变出劲健遒丽，风骨凛然
的格调境界。

三、诗词与书学兼修，融变
抒情的含蓄性

辞约而意丰，语忌直而贵
曲，此乃诗词的含蓄美。书法
的含蓄美，与此异曲同工。学
岭书法的含蓄性，得益于他的
诗词造诣和书学修养。书法之
外，他几十年沉浸于唐诗宋词
和书法理论，诗词成果颇丰。

他工诗词，心仪东坡。学岭
诗词，题材表现广泛，山川景
色、纪游咏物、感古怀旧、时代
新象，无不有感而发。灵魂思
想、人生况味、情志寄寓，他皆
以诗词抒托。他作诗填词，善
于缜密观察，细腻表现，于思空
见贯事物中，会心倾吐深沉坚
挚情感，情真意切，超乎尘垢，
逸怀浩气。学岭以诗境入书
境，入心境，两翼齐飞。其所
书 ，大 量 的 是 其 自 创 诗 词 作
品。他以诗的藏露、虚实表现
手法，融变到行书的抒情中去，
实现书法审美的含蓄性。他在
书写自己清丽的诗词中，则融
变出清健的书法意境；在书写
自己豪放的诗词中，则融变出
潇洒恣意的劲健风骨。

他工诗词，是谓情笃文化书
法新崛。中国古代，诗词文赋、
书法、书法家，三者皆为一体，
书法，是书家文化修养的表现
载体，对此，当下书坛渐以重
视 ，王 学 岭 是 努 力 践 行 者 之
一。他积极倡导、身体力行民
族精神地域文化书法创作，并
呈现三大特点：一是以诗书一
体为创作形式，二是以当地人
文为创作内容，三是以爱国爱
家为创作精神。学岭具饱满文
化书法创作激情，并于 2015 年
首次展出自己诗书一体的数百
件作品，反响甚大。

学岭诗，言我情，达我性；学
岭书，写我意，写我心。其诗其
词其书，相得益彰，含蓄深刻。
故品其书，被其诗词所打动；品
其诗词，被其书法内涵所留恋。

2019年10月19日完稿于悟
为室。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上饶书法院院长）

风骨为体，变化为用
——王学岭先生书法的格调境界及融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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