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隶书至汉代，极盛一时，不仅

种类繁多，如碑版、摩崖、汉简、汉

砖等，且体式完备，格调精雅。汉以

降直至明代，隶书沉寂，作手佳构

寥寥。至明末清初，金石考据之风

日盛，许多学者书家寝馈于此，篆、

隶等书体复兴起来，清初郑簠便是

其中的佼佼者。他矢志于隶书，以

还原汉隶为鹄的，一生只写隶书。

有清一代，郑簠隶书风格独具，身

后百年，播远泽厚，影响甚大。

郑簠曾自言：“初学隶书是学

闽中宋比玉，见其奇而悦之。学二

十年，日就支离。去古渐远，深悔从

前。及求原本，乃学汉碑。始知朴而

自古，拙而自奇。沉酣其中者三十

余年，溯流穷源，久而久之，自得真

古拙真奇怪之妙。”这是郑簠对自

身学习隶书的一次深刻的自我革

命。

明代书法家傅山就多次提过：

“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

终是俗格。”到了明末清初，有一批

学者不懈地追寻汉碑，郑簠便是其

中最关键、最执着的人物之一。

他认为学隶书就应该追本求

源。经过大量的临摹实践，他不但

飞越了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

明帖学时代，而且开辟了清代书法

崇尚碑刻、追寻访碑、临碑学碑之

门。给清代书坛注入前所未有的新

鲜活力，为清代的书法史增添新的

华章。

———摘自 《郑簠隶书临创手

记》第 12—13 页

鉴于此，我将郑簠隶书简称为“郑隶”（在《郑簠

隶书临创手记》中有说明），也是我十几年来坚持追

寻郑隶取法路径，做郑隶的学习者、实践者、追慕者。

在我学书小传《三风先生传》有记：

学书法多采风，追风，发疯，故称三风。娴静少言，

多泡墨池。挥毫泼墨，不计其时、其利，笔墨纸废之不计

其数。烧菜煮饭应付了事，往往烧干烧焦而终。有时，为

求学拜师，观展访碑，不顾千里迢迢，冷嘲热讽，旅途辛

劳，亲旧知其如此，言其本末倒置，疯癫也。

———摘自《郑簠隶书临创手记》第 114 页

《郑簠隶书临创手记》一书共分五个部分。我将

郑隶的风格特点、用笔规律及创作取向编成口诀，方

便读者领会。

我在《郑簠隶书临创手记》写道：

编撰《郑簠隶书临创手记》，对郑簠及其隶书研

究得不是那么深，我只是以书法爱好者的身份，努力

践行郑簠“草隶”的书法人。此书叙述了我学习郑簠

隶书的经过，做了学习书法最基础的事情，精临和意

临其隶书，把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所见、所悟、所感呈

现给广大书法爱好者，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自《郑簠隶书临创手记》之扉页《写在前面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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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过庭书谱云：“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

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杨津的书法作

品，线条流畅，生涩疾驰，用笔拘而无纵，收放

自如，给人一种笔墨浓重的感觉，厚而不滞，

重而不躁，宽博中蕴空灵，让人感觉到一种古

拙厚重大璞不雕之美。然细品之，可深究她对

书法有敬畏之心，不是简单玩书法的人。

杨津的书法尤以章草和隶书见长。其章

草作品，与二王的行云流水、渴骥奔泉不

同，她的章草似长江流水一般，充满活力。

古厚浑圆、字迹苍劲、结构险绝，有帖韵碑

骨。放眼看之，但觉其书字势伟岸，宛然丈

夫气概，颇有鲁迅有言秦汉时代之精神“豁

达闳大之风”“气魄深沉雄大”。故观其书，

有令人驰思的余地，有让人驻足的引力。杨

津的隶书则随心所欲，结构多取横势，或左

右伸展，突出横向间的揖让关系，具野鹤闲

鸥之态，似雁舞泉旁之姿，表现出一种烂漫

遒丽、明净润泽的极致状态。看似慢条斯理

如老僧入定，但内力无穷，似静还动，以静

制动，犹如中国传武中的太极拳，有动静相

生之妙，使之看上去更加丰富唯美，从而形

成和其章草一脉相承的拙厚、古静、正大的

审美体系。

若要比较准确地评论书画家的艺术特色

和成就，自然应以其思想为中心来诠解。近年

来，杨津钟情于对清人郑簠隶书的深入解读和

研习，所著《郑簠隶书临创手记》一书，不事说

教，不以闲言碎语为要。她以开阔的视野、深

邃的目光、宽厚的胸襟，经过积累沉浸在郑簠

隶书中大胆的呐喊，是其用心灵、用情感、用

热血浇灌出的精神图腾。

杨津是我比较关注的为数不多的当代女

性书家之一，她于书法创作、理论研究之余，

并能热心于书法公益事业，用自己的专长服

务于南昌广大的书法爱好者，有此朝气，实

是令人艳羡之处，体现了一位有社会责任感

的艺术家的使命担当。看看她这几年所取得

的成绩，我感到她的取意是不虚妄的，我也

愿意推荐这个扎扎实实做书法和做书法有关

事儿的人给大家。

2023.5.20 宽叔于藏敛堂

宏渊深雅 丈夫气概
要要要杨津书法艺术欣赏杨 津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书画工作委员

会理事

江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江西省女书法家委员会副秘书长

南昌市书协副主席

南昌市作协会员、评论家协会理事

《书法报》视频教学导师

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书法专

著《郑簠隶书临创手记》。书法讲座《中

国书法发展简史》《解读中小学书法指

导纲要，指导临创作品》等受到欢迎。数

十幅书法作品及《青云谱———八大山人

纪念馆》《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 以文培

元》等 50 余篇诗歌散文刊登于《中国书

法》《书法报》《江西教育》等报刊。书法

作品入展、获奖 80 余次。

历代书家颇多，当代名家辈出。杨津女

史，江西南昌人，笔墨生辉、文采清秀，她唤醒

了郑簠、推广了“郑隶”，是当代书法界的功

臣，也是我的榜样。多年来，我一直在呼吁志

同道合的人能够一起同频共振来振兴书法艺

术，杨津的贡献触动了我对书法的感情，故作

此文。

作为当代书法工作者，我们有义务、有责

任去推广并宣传历代书法名家，让那些沉睡

在我们书本里的书家们站在榜样的高台之

上，为书法歌唱，为书法喝彩。榜样越多就越

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使得学习书法

的门路也将更加广阔。或许是多年来书法的

普及还不够，世人只是知道王羲之、颜欧柳

赵等几个人而已，对这位清代隶书四大家之

一的郑簠先生却熟视无睹，殊不知郑簠学习

汉碑长达三十余载，为访河北、山东等地汉

碑而倾尽家资，家藏碑刻、拓片足有四大橱

之多。

从历史的角度看，如果说三皇五帝离我

们太遥远，周秦汉唐离我们亦很远，那么宋

元明清离我们还算略近一点，近者与我们的

文化接近，人们更加容易接触它。先秦文化

虽然很好，然而离得太遥远，人们往往觉得

不够亲切，好比父辈和祖辈离我们很近，我

们觉得很亲切，爷爷的爷爷虽然是更大的长

辈，但他离我们太遥远，甚至因为没有见过

面而变得不够亲切了。郑簠离我们相对近一

些，便显得亲切了许多，学起来也就更加容

易了。因此，不论是离我们多么久远的书法

家，只要我们去唤醒他，让世人更好地认识

他、了解他、学习他，便是功德无量，这也是

我们书法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要想从尘封的历史中唤醒一个人谈何容

易，有时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而杨津

以一己之力，多年的精心研究、刻苦学习，终

于得到许多同道的鼓励和评委的认可，并且编

著了《郑簠隶书临创手记》一书，其中观点显

著、特征鲜明，让更多的人进一步认识郑簠，

知道其隶书的特点，了解其隶书的全貌，使得

书法爱好者们有了更加丰富的学习资料和途

径，让这位不太被世人瞩目的隶书名家绽放出

绚丽的光芒，这让人不得不说杨津是功不可没

的，她用实际行动在践行着一个书法家的初

心，这是当代书法工作者们难能可贵的一点，

所以说，她是我的榜样。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文化艺

术报·书法艺术》主编）

方 正 严 密 写 生 机
要要要杨津唤醒了清代隶书大家郑簠

茵 薛 鑫

纵观中国书法发展史，隶书出现过两次高

峰：汉隶和清隶。清乾嘉时期，帖学式微，碑学

兴盛，书家们开始尊碑学碑，并且探寻出一条

承古传新的碑帖结合之路。随着考据学和文字

学兴盛，篆隶古法被书家们承传和发展。郑簠

是一个清初碑学领军人物，在继承东汉曹全

碑、乙瑛碑的基础上，融入章草、行草笔意，在

古拙风貌上增强俊逸流动之势，自成一家，独

创古拙沉静而舞动飞扬的郑氏隶书艺术风格。

杨津把郑簠隶书正式命名为“郑隶”，为此更为

简约而明了。

杨津女士平时酷爱郑簠书风，用功至勤，

近些年着力于收集整理郑隶书法遗迹和历史

资料，经常奔波于南京、河南等实地考察、搜

访。在仿作郑隶风格的作品上，杨津女士《对

酒歌》 入展四年一届的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

刻展览。近年来，杨津女士先后以郑隶风格创

作的作品多次入展获奖国家级展览。实践证

明，她对郑簠隶书风格创新性研究的可行性。

甚为可喜的是 2022 年杨津女士《郑簠隶书临

创手记》著作问世，研究郑簠隶书风格专著者

杨津女士还是国内第一人。此书可以说是她

的倾心力作，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艺

术审美价值，此书也为当下郑隶风格研究者

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方向。

书册内容共分五部分，集中阐述了郑簠学

书历程、师承脉络以及在时代背景下郑簠独特

艺术审美情趣和综合文化涵养，对日后研究郑

隶书法技巧以及清代碑派学术研究提供了一

些参考和思路。其中第四章节“郑隶的风格特

点、用笔规律及创作取向编成口诀”，还附录个

人最新研究成果和学郑隶心得，历经数年经验

心得，毫无保留，倾囊相诉。

古人讲“中和为美”违而不犯，和而不同，

杨津女士把潇洒行草笔意和性情趣味融入古

拙朴茂汉隶之中，既能化古为我，又能我手写

我心，在动态书体和静态书体中找出平衡点。

在古雅浑厚的汉隶中增强书写性、写意性、抒

情性。作品整体弱化蚕头雁尾的刻意表现，加

强了书写的意外之趣、弦外之音、笔墨情调，在

收放、大小、斜正、方圆等艺术元素上进行调和

处理，彰显和谐之美。

在墨色处理上，杨津女士注重枯湿浓淡的

对比，追求展厅视觉效果，突显作品的张力和

神气。笔法上多以中锋为主，使转处增加一些

绞转用笔，融入摩崖的“雄”“奇”“变”艺术特

质，追求线条的遒劲恣肆、苍茫圆浑格局和气

势。杨津女士的作品也很注重主体字与落款之

间的和谐统一，其落款用章草和古隶搭配，相

得益彰。

唐朝书家孙过庭《书谱》有云：“贵能古不

乖时，今不同弊 ,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杨

津女士在全面学习研究郑簠书法风格的基础

上，上追秦篆汉隶之古雅，旁涉章草、大草之气

韵，既蕴含古拙朴厚的风貌，又能彰显时代的

旋律，其作品的笔墨荡漾间，能使人感受到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追求，对于时代风貌的表现和

真性情的抒发。

（杨刚亮，菏泽学院书法系教师、四川大

学书法硕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

法家协会行书委员会委员、山东省青年书法

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委员。论文入选 《中国书

法》杂志。）

小议杨津与《郑簠隶书临创手记》
茵 杨刚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