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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论坛

周克臣，新邵人，号宝庆樵夫，
作家、书法家，擅长楷书、行书，著
有多部书法作品集流布于世。城步
苗族自治县行政中心办公大楼等
处有其楷书作品刻于翠琰（编者
按：碑石），为人们所赏识。

周克臣髫龀之年即从父辈那
里接触书法。当时之所谓书法，其实
根本算不上书法，只是规规矩矩写
毛笔字而已。这种接触，其作用在于
埋下了种子。既是种子，当然要发
芽，要成长，要开花，要结果，而他也
因此爱上书法，业余与书法为伍，浸
浸然而不知梁肉之乐。为提高书法
水平，他先学颜体、柳体，然后研习
右军，精练行书，又与好友谢石常常
探讨，从而衍生出书法艺术的果来。
综观其楷书，体现了一个正字，平稳
而庄重；其行书体现了一个活字，灵
动而飘逸。《资江潮赋》正行结合，既
有正书之庄重，又具行书之灵动，两
者融和而呈飘扬之势。

苏东坡曾说：“真书难于飘扬，
行草难于严重。”飘扬是真书的审
美标准之一，自然也是行书与草书
的审美标准。要实现这一审美标
准，无论是真书，还是行草书都难。
比较而言，真书更难。突破这个困
难，作品自然令人赏心悦目，就是
成功的好作品。为什么真书难以做
到飘扬？苏东坡没有阐述。周克臣
有没有被这个问题困扰，我没有与
他探讨，但在创作《资江潮赋》上，
他确实克服了这个问题，而创作出
来了气韵飘扬的佳作。

按照唐人的审美取向，真书
强调平正。平正不仅要求每个字
端正，像盘石，像立松；而且要求
笔画多与少的字所占空间基本相
同，要求小字写大与大字写小。按
照这个要求写真书，很难做到飘
扬；不仅如此，更容易滑入整齐划
一如算子排列状态，结果哪怕是
位列四大楷书家的作品，也会被
米元章讽之为“一笔书”。该幅作
品中，周克臣在创作上虽然仍然

继承了大字写小、小字写大的传
统，但因为字与字，包括上下、左
右之间的距离设计合理，让人看
上去有一种舒服的感觉，而消除
了一般创作容易出现呆板现象的
视角问题，为作品向飘扬方向发
展打下了基础。该幅作品在字体
的创作上，注意楷行结合。王羲之
曾经强调在创作书法时，要注重
多体并用。所谓多体并用是指在
同一幅作品上运用篆、隶、楷、草、
行的笔法。多体并用容易产生多

维度审美效果。所以，古人认为学
楷必学行、草，学行、草必须学习
楷书。前者取行书、草书的灵动、
飘逸，后者取楷书的庄重、规整。
该幅作品，周克臣运用行书的笔
法创作，使单个楷字更加生动，使
整个条幅显得更加具有流动性。
流动性正是飘扬的内在特征。当
然，一幅流动飘扬的作品光有笔法
上多体并用还难以做到，所以有多
种字体用于同一幅作品。行书带楷
为行楷。苏轼认为楷书溢而为行。

该幅作品属于楷书与行书有机融
合的作品，整幅作品在创作之前，
作者是以楷书来创作，虽然融合了
行书笔法，但主体思路仍然是楷；
在创作过程中，作品又将行字自然
而然写进去，一行之中有那么几个
行书，字的大小规模与整幅作品风
格一致，但由于字体的变化，便产
生了单纯的楷体所难达到的效果：
参差性、多样性与变化性。这种参
差、多样与变化性特点，与当今变
化多样的时代特色是相吻合的，因
此也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为增强整幅作品的飘扬感，
作者从整体结构上将该幅作品分
三条幅，每幅宽 34cm，长 136cm，
三条幅之间保持两个10cm距离。
这个布局，避免了呆板与僵硬状
态，条幅间距离更符合留白的美学
原则，给人以更多的想像空间。从
视觉效果看，三条幅合并装帧，则
作品显出大气、流畅；适当分开表
挂，则彰显自由、萧散。三又显示多
的含义，取中国古典哲学“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之意，故其生生
不息之感，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给
人以更加宽广的思考与想像空间。

该幅作品能够做到飘扬，还有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书法家对文学
作品的深刻理解，并与文学作品的
境界相融相通。《资江潮赋》是本人
为资江潮公益文化协会撰写，作品
以浪漫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描绘了
资江潮的雄伟壮观与邵阳的仁人志
士投身公益事业的文化情怀，充满
神奇想像，与瑰丽描绘。周克臣有着
浓厚的家国情怀，为人正直磊落，与
人为善，追求光明美好，喜欢助力公
益文化。该赋与他的人格魅力，与他
所追求的公益文化事业达到高度融
和的境界，因此在书写时，更能得心
应手，轻松自在，意与神会。这种状
态体现在书法作品上，则是飘扬逸
致。周克臣一共写了两幅，一幅悬
挂于隆回君子书屋，一幅则吾珍藏
之。我所评析者，即我所珍藏者。

当然，该作品也还存在些许瑕
疵。个别重字，如多处出现的“之”
字，出自诚悬而微变，体态、笔法基本
一致。倘能有所变化，则更呈摇曳
之姿，婀娜之态；然而瑕不掩瑜，整幅
作品仍不愧佳构。（周玉柳，湖南省
作家协会会员，文学评论家）

文奇书美贵飘扬
——评析周克臣书法佳作《资江潮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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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宗德
一村多种方言，北调南腔，真乃语言化石；
百载片时光景，城墙炮垒，依稀风景当年。

张正清
久慕老营盘，垒凝烽火，碑刻沧桑，铁血已

随人事远；
渐开新秘境，酒兑苗歌，笙喧侗寨，风情更

惹友朋来。
萧伟群

古寨笙箫，曲醉颂苗乡，六月山歌成大节；
民风淳朴，茶香迎雅客，千秋故事说长安。

胡贵程
马场尚现，碑刻犹存，古事已随尘梦远；
依水以欢，枕山而住，苗歌常对彩云闲。

陈建湘
万里波迁，二府营盘，两江峡谷风云激；
百年守望，三千族众，一缕京腔气韵浓。

袁青苗
品油茶，挤油尖，苗寨风情醉明月；
临胜境，观胜景，长安山水幻烟霞。

朱亮辉
绿生态，红基因，惨烈战场成乐土；
粱酒香，山歌脆，侗苗天韵蕴深情。

孙芬云
客来营寨杯中醉；
妹唱山歌画里行。

李文林
民风彪悍，纵凭铁马金戈，何能久驻；
政事清和，且醉山歌村酒，自可长安。

李海河
戡乱屯兵，问古营炮垒城墙，可锁住一朝王

气、千秋霸业？
寻幽觅趣，探秘境人情风土，能拾来几串山

歌、数斗方言。
欧阳立群

横岭种云霞，开一方佳境高栖苗侗；
山歌传快乐，入万里长风遍绕湖湘。

段吉宏
国之大治则民之大治；
天下长安方城步长安。

钟九胜
六月歌甜，情满南山人浅醉；
千年珠灿，风传苗裔国长安。

曾专文
安营扎寨，任雾绕云缠，龙盘虎踞；
酒美歌甜，听南腔北调，水笑风生。

罗健平
谁踏山歌去，流连晋树梯田、苗乡侗寨？
我寻傩戏来，辗转营盘古迹、陲域风情。

刘运喜
风情苗妹山歌亮；
生态油茶韵味长。

艾幸祥
故垒难寻，烽烟早息，却剩东西南北调；
残碑有忆，古木犹存，已融苗侗汉瑶歌。

宋阳玲
吊脚楼旁，故垒见新姿，烽烟色净风光丽；
油茶故里，山歌如老酒，木叶声环侗寨飞。

萧宇亮
古树越千年，看几回民怨，几度兵戎，烽烟

莫与炊烟久；
清溪迴九曲，映两岸歌欢，两仪影秀，曲韵

常随茶韵香。
王良雄

一座营盘，淹没苗瑶多少泪；
半方断壁，留存岁月万千愁。

刘可夫
南山流玉，壑谷凝香，驿道烽烟萦岁月；
古寨遗风，山歌振樾，巫傩祀酒入沧桑。

欧阳日初
高台放眼，险隘雄关，城墙犹见风云迹；
土话萦怀，南腔北调，野曲长留岁月痕。

刘杏子
激烈百年，剑影飞来一地血；
欢腾六月，歌声抖落九天星。

夏亦中
连通四县，雄视八方，长安古誉兵家地；
天籁山歌，香醇美酒，故垒犹传民族风。

（邹宗德 整理）

城步长安营

邵阳名胜楹联

▲资江潮赋（书法） 周克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