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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这点事儿》

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是笔者近年来关于书法、篆刻的部分议论，钢笔毛笔、讲解批评、纸面网上，杂七杂八一
锅煮。发言的动因，多源自书法诸相及学生提问。我口写我心，卑之无高论，话未免尖锐另类、不留
余地——个性如此，且由他去；但从另一面想，年轻人、爱好者，多见点众生相、听些过头话，知道
书法也可以这样想、这样做，应该也不算坏事——辨别是非邪正，大家有足够的能力，不用谁担什么
心的。
这次广东人民出版社以《书法这点事儿》为题，邀编这个“不成体统”的集子，我除了感谢，还真钦
佩他们如此知人懂我。也许他们已注意到：挥毫留墨，我一向只以小名“阿敏”签署，正表明了我对
“这点事儿”一贯的态度。
其实，书法如此，其他事也如是，即便是壮举伟业，也不必抬到吓人的高度。我佩服那些举重若轻，
以“游戏”心态轻松处之的人。固然，家国事功，是“成也游戏，败也游戏”，归因自当见仁见智，
但反过来也证明，人生处世，态度这因素，真是既关键又有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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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惠敏，笔名阿敏，男，籍贯无锡，首都师大文学院退休教师，还不够北京公交免费年龄。素喜溜边
独行，不爱扎堆起哄，没自信也有进步，得益多在能透过墨迹看懂别人的心思和苦衷。
写字几十年，送的、卖的、扔的、刊发的、刻石的、招摇于大庭广众的，都不计其数；也有些乱七八
糟的书法头衔，既不值钱，还记不全，不说也罢。自忖人求拙书，多与“喜欢”有关而与“收藏”无
缘，因为货虽不错，但苦于“业主”身价不好捉摸——本人既非书界领袖，还爱拿权威开涮；受过大
师引领，却又不肯全跟着跑——所以“升值潜力”难以把握。从未有过显赫“成就”，但出展、入会
、吃请、得奖、坐台、外访、出镜、题字、写书、演讲、受捧、挨骂以及人被拉着照相，一样都不少
。老这样得便宜卖乖，想说“不好意思”，都觉得矫情——见人书法集有“几缕墨痕，一副皮囊”的
说辞，倒觉得也像自己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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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讽己
书法这点事儿
从硬笔书法说到教人写字
书法谬说十题
我的一节书法课
我看刻印，不过如此
论人
俺们不敢学启功
王遐举回忆拾零
楷书卢中南
张宏元的实话给我们的启示
答问
“创作”离我们有多远？
学生为什么写不好字？
小学生写字，入手就模仿黑体字行吗？
钢笔字帖“市场转型”乱弹
“碑”、“帖”为什么难以正名？
字写得好，真就那么值得炫耀？
聊天
书法不是天大的事
写字好不是读书读出来的
话说书法评比
字的价值真的要看人的名气
涉理
书写和艺术是两码事
由《汉字艺术》想到书法“审美基因”
凡事都是自己学会的
擅长感受“书法美”，就有资格谈美学、论艺术？
该问责教师，还是问责书法？
悟道
怎样教得你会？
感知我们的进步
书法课也要做习题
行的对齐
注重细节，读懂匠心
行书新说
图重于理，后胜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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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法
2、   1.结构比笔法重要，同意！
   2.结构到底怎么去构建，还是没有一个规律和方法，总之还是靠练字的人自己修行。
3、一本关于书法的颠覆性之作！力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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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所收，是我近年来关于书法、篆刻的部分议论，钢笔毛笔、讲解批评、纸面网上，杂七杂八
一锅煮。发言的动因，多源自书法诸相及学生提问。我口写我心，卑之无高论，话未免尖锐另类、不
留余地--个性如此，且由他去；但从另一面想，年轻人、爱好者，多见点众生相、听些过头话，知道
书法也可以这样想、这样做，应该也不算坏事--辨别是非邪正，大家有足够的能力，不用谁担什么心
的。由于曾在学校教过书法，书中的讨论自然多涉教学、教育。教人写字，我自己力求，用最简明的
话语和图例，直观形象好把握，帮人解决点问题。这不仅有可能，甚至是必须--至于做得如何，那是
另一回事。在书法教育的观念和方法上，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我以为“守老窝、吃老本、走老路
”的病症尤其严重，亟待诊治。如能现代些、放开些、逻辑些，至少应具备一些这样的基本认识：一
、古代的观念解决不了现代的问题；二、书法教学应该集中于实际技能的培养和提高，至于做人、境
界、书史、书家、名作和品赏等等，那是别的场合或课程中研究的内容和问题；三、有担当的书家，
应该在解决学生书写滑坡问题上有所表现。“选秀”不是当务之急无关宏旨，能大面积“救灾”，才
不是只为自己，才是仁心善举，才是大贡献、真本事。把极不成熟的意见和盘托出，无论正面反面，
“挑眼”或“批判”都要属大宗。字里行间，无论自省还是劝人，对古代和现今的书法和书法圈，我
始终保持着“别上当”的警惕：对古人，不迷信他自唱自和就是度人金针、私家经验就是普遍规律、
帝王号令就是审美准绳、高头讲章就是制胜法宝；看当今，莫以为名头地位就与水平相当、炎炎大话
就是真实体验、一时风靡就是时代强音、高深玄奥就能解决实际问题。事实证明，很多人在下功夫的
同时，靠独立的分析、现代的理念、人生的历练与常识，是可以认清书法并且把字写好的。我一向主
张，书法和音乐、美术一样，所谓“专业”，不是单指功夫，关键还要能认识清楚本行当的“看得见
摸得着说得清”的“本体规律”。有人评价我这见解，是“圈外都支持，圈内全反对”，我不以为忤
，但不知该站哪边好--但从中，至少我看到“规律”二字，连书法专家对此都莫衷一是，当然就怪不
得社会对此难聚热度⋯⋯这种尴尬，有人借此正好浑水摸鱼，有人则担忧那么多的书法家怎么就教不
会学生写字。这次广东人民出版社以《书法这点事儿》为题，邀编这个“不成体统”的集子，我除了
感谢，还真钦佩他们如此知人懂我。也许他们已注意到：挥毫留墨，我一向只以小名“阿敏”签署，
正表明了我对“这点事儿”一贯的态度。其实，书法如此，其他事也如是，即便是壮举伟业，也不必
抬到吓人的高度。我佩服那些举重若轻，以“游戏”心态轻松处之的人。固然，家国事功，是“成也
游戏，败也游戏”，归因自当见仁见智，但反过来也证明，人生处世，态度这因素，真是既关键又有
趣呢。　　（本文为《书法这点事儿》作者自序）
2、广东人民出版社近期推出的高惠敏（阿敏）《书法这点事儿》，着实在书法爱好者中激起一点涟
漪。这本书太杂太怪了，一方面，它给书法爱好者泼凉水，用大量的事例来说明“书法不是天大的事
”，“凡事都是自己学会的”，还说到比赛得奖和加入书协的种种现象和动机，以及书法名家政协委
员的傻帽表现等等；另一方面，又介绍书法操作的细节，相当具体地讲述了书法该从哪里悟，课应怎
么上、题该怎么出、好坏怎样判断、对错如何比照，以及“碑帖”和“使转”这些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规律和美学在书法教学中各有什么价值。作者的文字也风趣调侃、文诗混搭，比如一篇《楷书卢中
南》，读起来既幽默又押韵，整个是一段陕北说唱。高惠敏先生是早期的中国书协会员，是“文革”
后第二代的书法名家。前辈著名书家高二适、王遐举、启功和欧阳中石等都是他交往甚密的老师，高
在他们的带领下，又一同活跃于国内书坛和国外讲坛。中央电视台就特邀他主讲“学书法”节目，用
一套、四套节目连续两年向国内海外播出，反映好、影响大。在国际书道联盟，他还荣获了主办国日
本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奖“外务大臣赏”，当年《人民日报》也曾著文介绍。呵呵，说起来，这都已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了。高先生的书法著述，多是启功、沈鹏、中石、刘炳森等题签或作序，其
中沈鹏先生和中石先生的序文还破例亲笔用墨迹书写，而炳森先生在序文里则表示，高“从元明消散
空灵的书风中得益最多⋯⋯没有故作陈腐老态的衰败相”，与自己“对得起别人，对得起自己”的书
法态度不谋而合。按说，高老师名高望重，书法在琉璃厂也有一平尺几千元的行情，本可以安心在家
做寓公了，但他偏不安生：2006年中国书法家协会封他一个什么专业委员，因为事先没跟他打招呼，
被他公然在网上发帖拒绝；今年教育部下令要在全国中小学全面推进“书法进课堂”，高先生却认为
这解决不了青少年书写整体滑坡的问题，最近还在某报刊上连续发文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新出版的
这本奇书，收集了高先生近年来在纸媒和网络上发表的多种文章，书名只称“这点事儿”，就反映了
他对书法与众不同的低调评价。他的根据是，无论是个人成就还是书法本身，不过只是与烹调、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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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的“这么点事儿”，甚至够不上一个专业行当，因为无论古代还是当今，所有真正的书法代表
人物，写字全都是主业之外的“捎带”，他们的精力当然要放在“正差”职务上——这就是最有力的
明证。众所周知，高惠敏先生不仅在毛笔和篆刻方面卓有成就，而且在硬笔书法方面还是“精神领袖
”（习殊语）和几十年的“老玩家”。他除了非常重视和关注年轻硬笔书家的成就，自己还用钢笔写
了各种有意思的书法作品，一本《怎样写钢笔字》，开印第一版就是50万，这在如今是不可想象的。
对广大青少年的日常书写问题，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研究和普及工作，还对总结汉字造型
规律多有心得、情有独钟。在《书法这点事儿》中，除了有他对多种硬笔的社会生存状态的中肯评价
，还着力强调怎样用“数学坐标”来帮助那些对写字缺乏灵性的大多数学生来过关、达标。他还认为
，能对大面积的“抢救”运动有作为、有贡献，应是书法家责无旁贷的任务，而且，这比自己写得棒
或引导少数人比赛得奖困难得多，因而需要更宽的胸怀、更高的眼界和更大的本事。什么是“书法创
作”？高老师认为基本没有这回事。怎样为“碑帖”正名？高老师认为永远不可能实现。他还认为书
法家谈美学，多属郢书燕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因为美学谈论的话题和逻辑，根本不是书家心中的
“北海如象、右军如龙”；他对热热闹闹的书法比赛也一向不苟同、只作冷处理，还认为“大家都可
以做评委”，因为只需在评选现场按自己的标准把人家的书法比出三六九等，所以不必自己笔墨超群
；他与启功先生过从甚密还有诗词唱和，但最后写的纪念文章却是《俺们不敢学启功》；他在首都师
大书法博士点担任研究生的书法技法课多年，最终却慨叹书法技法“其实是个大空门”，与美术的“
素描”“色彩”课的成型程度完全不能相比。如此等等的矛盾和误区，在《书法这点事儿》这本书中
被阐述的透彻见底、屡见不鲜。看起来都是“非主流”的“旁门异说”，但按作者的逻辑推演，却又
大多是合实情、没毛病。以笔者的感觉，高先生不仅对书法富有艺术感性还喜欢对它作理性思辨。在
书中，他举例说任何思想史，都只是主流精英思维系统的延续和归纳，但其实民间作何想，大部分人
的倾向常常与主流“满拧”。因此，即使思想史说的高屋建瓴、头头是道，但仍只是各时期全部意识
的一方面一部分。为此他主张，真想要了解全面的真实，就应该多看不同层面和各个角度——只认一
头，肯定不对、不行。笔者与作者当面交流，他还是强调“观察的角度不同，得到的结果就不同”这
个理念：假如只有一种说法一个“主流”，肯定有问题，或者是表达不全面，或者与事实不符，所以
不能闭目塞听，只听一种意见。比如见到开车压死人，大家对司机义愤填膺，但如果又听说被压者闯
红灯，那么结论又会瞬时颠覆。高先生的这些特殊见解，被形容为“圈外都支持，圈内全反对”（见
本书腰封），这个发现很有意思！笔者以为，不论对这些“高见”同意不同意，都不妨把这本书拿来
翻翻。咦，真新鲜、真大胆！噢，原来还有人这样想、这样做——开眼界、长见识人人需要，多知道
些另类，即使对理解主流意识，也有百利而无一弊。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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