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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碑骨帖形”

季乐胜的书法，可以用“碑骨帖形”来形
容。 这之中，“碑骨”指以碑学立骨， “帖形”

指以帖学立象。清季嘉道问，碑学书法大炽，

盖为中国哲学由理学而心学之后，传统的中
国书法需要在一个更高的文化层次吸收新
的文化元素进行崭新整合所使然。 所以，碑
学之大炽， 并非此后只能碑学一枝独秀，而
是，这仅仅是书法崭新发展的一个起点。 书
法本身内在的学理逻辑必然会使中国书法
在碑学大炽之后再度走入碑帖融合之路一
一季乐胜“碑骨帖形”的书法，正是嘉道以来
碑学大兴发展自今，将要走入崭新的文化整
合之路的必然产物。

这也就是说，季乐胜先生是在让自己的
书法合乎中国书法自身学理逻辑发展的学
术脉络上形成自己风格的。 在一般意义上，

如果没有碑学在乾隆以后向“金石学”

(

即向
三代金文和汉隶方向

)

拓展研究疆域，以及，

如果没有书法在清末向甲骨文以及在民初

向墓志书法和向西北简牍、楼兰残纸、敦煌
遗书方向拓展其研究方向，中国书法碑帖融
合的工作就无法全面展开。 当然，更为重要
的是，如果没有全方位而高屋建瓴地对传统
文化系统而全面的把握能力，那么，在具体
的书法创造实践中，民国以降已然开始的碑
帖融合的实践，就会南辕北辙，结果必将不
伦不类。

事实上，民国造肇，书坛即有许多人在
进行上述的碑帖融合的探索，但结果往往是
其佳者，可使书法有一种狞厉美，然中国书法
文化本身的从容、文雅、雍容和高迈之气却已无
迹可寻。这就多少表明，只有在历史发展到今
天，并且只有在类似于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术
圣地， 在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氛围中，

书坛学了才有可能依托于自己的努力，把碑
帖融合的工作做得令人叹服。对季乐胜韵味
十足、一派神行、气韵贯通且人力与天公齐
一无二的书法风貌，我们应作如是观。

国画造象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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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乐胜正是一位山水的后来居上者。

他原为军人，在部队从事文化工作。但他更
是一位书法家， 其在书法领域的造诣与成
就矫然出群， 曾获得过包括兰亭奖在内的
许多权威奖项，可谓年少有成，才华显卓。

他以这样的背景进入山水， 其优势是显而
易见的：一者为笔墨技法上的熟稔。中国画
自古有“书画相通”之说，体现在技法上，即
是书法笔法的绘画移用。多年的临池历练，

他已在水墨纸笔间建立起一种心物融一的
本能，下笔之时，犹如以笔触物，物的质感
生意会以不同的笔法婉然呈现， 董其昌曾
言“下笔便有凹凸之形”，正是指出了心—

笔—物三者之间的微妙联系。

季乐胜的书法艺术， 是有意味的情感
符号。 他的书法的总体意象，如高山大川，

浩浩乎若有天风吹过字里行间， 令人观之，

飘飘乎若有凌云之气贯于胸间。这种境界，只
能在学贯中西前提下，通过运用现象学还原
的方法，发现中国书法艺术的本真之“在”的
情况下，才能在具体的创造实践中，把书法
的意象符号表达得具有如是的视觉魅力。

古人论画，尝言书画相通，画界同人也
常说，画画的人的书法达到了多高的高度，

绘画的境界就能达到多高的高度。 此说是
不谬的。因为，正是对书法中的筋骨、气韵、

意味、品格、境界的真正理解，才能使画家
发现传统中国绘画中的笔墨除了写形以

外， 更主要的功还便是传达隐匿在笔墨之
中的形而上的精神气息与精神品格。 季乐
胜的绘画，造型基础扎实，画面物象体面的
转折、物象与物象关系的远近虚实，他都能
处理得恰到好处。 这一方面与他天生能够
良好地把握造型的能力息息相关， 另一方
面，也与他能沉下心，长期做经典视觉图象的
解读、研习的功夫息息相关。 当然，不能忽视
的是，是他首先把握住了社会文化学意义上
的中国文化中的形而上的“大道”，其次，是在
把握了具有人本色彩的“天人合一”之“理”的
情况下，他才能够把他的绘画画得感人至深。

总之，季乐胜的国画，可以看作是高度
概括了的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图形符号，

在他的图象的笔墨造型中， 我们能破解出
承载于其中的诸多的文化信息。譬如，他的
作品中显现的师古人的痕迹与他把握住的
在笔墨中寄托圣贤之心这二者的关系，他
的作品中师法自然的痕迹与他体认的格物
致知以修身这二者的关系， 以及他的作品
显现的他是如何通过蕴涵在笔墨中的象数
义理来体观他对现实人生哲学的理解等，

都使他的绘画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文化含
量。 一言以蔽之，季乐胜的画，作为渊源久
远的中国文化本真精神的载体， 是当之无
愧的。因为，他的知识结构、他的人品学养、

他的艺术性灵， 使他具备了创作出这样的
艺术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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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书画家———季乐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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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乐胜，别署龙胄，

1972

年
8

月出生于山东潍坊。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书法研究
生毕业， 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画家协会会员，潍坊市书法家
协会副秘书长、潍坊市青年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 先后师从欧阳中石，

沈鹏，金开诚，王岳川，曾来德，范
扬先生。 书法早期，信阳的著名书
法家他几乎都拜访、学习过。 他一
直认为自己是信阳走出去的艺术
人。

季乐胜曾在信阳驻军某部工
作十余年， 信阳是他的第二故乡，

也是他从事书法艺术的摇篮。 书法
起步和成名均在火热的军营中。 复
退回家乡后于本世纪初入北京大
学首届书法研究生班学习，同时钻
研国画， 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留
校，现为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
讲师、创研部副主任、文化部中国
国家画院范扬工作室书法家、画
家。 近年来多次参加中国书协、中
国美协主办的各种展览并获奖，应
邀赴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进行学
术交流和展览， 作品被中国美术
馆、军委办公大楼以及国内外知名
人士收藏。 出版有《季乐胜书法作
品集》《当代书法名家精品赏析·季
乐胜》《北京大学首届书法研究生
精品集·季乐胜卷》，编辑出版《微
云起泰山》《历代经典书法真迹》系
列丛书。 季乐胜作品被中国美术
馆、军事博物馆、军委办公大楼以
及国内外知名人士收藏，中央电视
台三套、 七套节目曾作过专题报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