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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高二适书法的人格气象

“巍然一硕书”是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介绍高二适所下的评语，意思是说高

二适是一位顶级大书家。这绝非一句客套话，而是章士钊郑重其事、发自内心的

赞许。高老一生潜心于书法，尤其对草章的研究造诣极深。近日，“崇古出新———

高二适书风及师法承传研究展”在上海市韩天衡美术馆首展，研究展展出了二

十世纪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高二适先生书法精品、文献资料等近70件，以及

高二适先生弟子等当代书法家的作品近20件。高二适与黄宾虹、白蕉、李志敏

被合称为“20世纪文人书法四大家”。学书最贵正行间，高二适先生传承给后人

的财富不仅仅是书法艺术，更有为人风骨、学术精神。 ———编者

◆吴为山

昂扬与儒雅的风骨

    二十世纪的书法史上，高二适先生以其

迥然于一般文人、书法家、画家的书法，脱尽
寒酸、迂腐、阴柔、做作与浮滑，以其深厚之学

养和昂扬之书风崭然于书坛，正像他的为人，
耿介、爽直，超然于世俗，在近现代文化史上

确立了一代高峰。书卷气、才气、骨气是形成
高二适先生书法人格气象的重要因素，也是

其书法具有创造性的根本所在。一代大师的

成长，民族文化的积淀，扎实的功夫、个人的
天性与才情以及创新的意识缺一不可。

是书家亦是诗人
民族文化的积淀，对艺术家而言表现为

“书卷气”。书法家更应具备这种“气”。书法是
抽象的艺术，它以文字为基础和载体。因此，唯
洞明文字生成中所蕴自然山川之地脉、宇宙变

幻之天象，深谙文字之文化含量，执笔时才有
底气，才能生发出意象、意念、意蕴、意境。

高二适先生对历代书法有深刻之研究，
于文字学方面亦有极高之造诣。耗时十年，广

搜《急就章》注校考异本、矫前人之误，著就《新
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存亡继绝，填补书史

空白。力倡“章为草祖”论，提出“章草为今草之
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

俗矣”。对历代经典碑帖高老均读之、临之，或
赞或批，高见迭出，不随流俗，妙句连珠。对书

法结体、章法、笔法、墨法诸要素作入木之评
述，实为书法学精辟之论。如在孙过庭《书谱》

中手批：“此数行最为飞动有神。”手批李治《大

唐纪功颂》：“神明洞达，洒落飞扬。”手批王羲

之《十七帖》：“此帖笔笔停顿，草法之上乘也”。

在对个别字的点评中见：“收而敛，精以澈”“无
一笔轻忽”“清气扑人”等。在读帖与临帖中常情
动于衷，兴致所致，以“神入妙出”“沉着痛快”

“规模简古”等词句点评。是总结，也是发现，为
后世提供了新的审美意象，成为书法美学的精

辟之论。他在对书法艺术本体的建构和解读及

理论性阐述方面，不仅有真知灼见，且有方法
论意义。同时也为他本人作品的书卷之气、文

气、古气的生成积累了广博深厚的精神资源。
高老是诗人，他眼中的自然是“诗化”的。

如：“树静欲眠风浩渺，舟回拍岸水涟漪。”他在

给章士钊的信中有：“山木苍苍烟雨歇，几时才

见天地合。”诗中意境足可与石涛、黄宾虹之山
水画媲美。高二适书法中的画意、审美意象直

接感受于自然，源自于诗性，也得益于哲学。高
先生在他读的《杜诗镜铨》上有一段批语：“吾

尝谓中国文化史中有三大宝物，即史迁之文，
右军之书，杜陵之诗是也。”他称：“读龙门，杜

陵诗，临习王右军，胸中都有一种性灵所云神
交造化者是也。”其诗高古沉雄，留存有诗辙等

三百余首，尤得力于江西诗派。晚年所撰“读书

多节慨，养气在吟哦”可作为其诗文气节一生
写照。当然，诗的韵律也油然成为高先生书法

潜在的节律，它暗合书法之法，神交诸体流变，
畅通主体之情，虚浑圆融，自成一体。其阴、阳、

顿、挫及飞动的线条和铿锵的运笔，在文化的
时空唱和于杜子美、李谪仙、白乐天……

二适先生自言“一日无书则不能生”，可
知他无一日不与古贤、圣哲对话，在精神世界

与天地往还。高先生是一介书生，更是学富五
车、充满浓郁书卷气的高士。

出口成章 脱手千篇
高老的才气，体现于他的创造性。创造性

在于他以文化之，深谙诸体与百家，且信手拈

来，于自然挥写之瞬间得众美之妙。
书法，要有法。先有法，后破法，再建法。高

二适先生尚法，破法，但不建法。他的法是“无
法”，随性而发，随性而书，洋溢着高昂而势不

可当的人格精神。从高先生读帖的批注“出入

千数百年，纵横百数十家，取长补短，自得其

环，而超乎象外”，可以更深了解先生对“法”与
“无法”之关系的辩证阐述。

高二适先生书学以章草筑基，参王羲之、
张旭、唐太宗、孙过庭、杨凝式、宋克诸家，笔意

融大草、今草、狂草，于近代碑学风气中，独以
帖学为宗，出古入今，自成一格，可超迈前贤。

他用笔忽如斧劈神砍，忽如游丝绵绵。高先生

凭借吟哦所养之气，功深百炼之力，自信点

划，一线横空，全仗性情所致，将书法的疏密
节律对应于一瞬灵感，故幅幅皆殊，各美其美。

高二适先生每日通过读书、临帖与古贤

“对话”，在一幅自书的狂草手卷中，他自注：“细

草如卷，雨丝风片，未知张旭长史能此否耶。”可
见，他当时书就此卷时的心情，飞动激荡，自得

新境。先生的“自言自语”穿越千年，真情与才情
昭然若见。高老的才气，还体现于他“出口成

章”与“脱手千篇”的高度统一。他所书内容绝
大多数为自作诗，内容与形式的“同构”形成情

感与表现的流韵。高老书法不易学，因为法度、

程式皆隐蕴其间；更不易模仿，因其形态字相
皆随性而生。高老写的是气、神、魂！需要天分、

学问、才情、创造精神所养成。“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我取其意为：神之不存，形将焉附。

“硬骨头书家”

高二适先生最为世人熟知的乃是五十年
前与郭沫若先生的兰亭真伪论辩。1965年，南

京出土了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东晋《王兴之夫

妇墓志》和《谢鲲墓志》，引发了郭沫若对东晋

书法面貌的思考。6月 10日、11日，《光明日
报》连载了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

亭序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后半文字，兴
感无端，与东晋时期崇尚老庄思想相左，书体

亦和上述新出土的墓志不类，因而断言，其文
其书，应为王羲之七世孙陈隋永兴寺僧智永

所依托。此文一出，在全国书学界和史学界产

生震撼，一时间附和之声不断。然高二适读
后，独持己见，撰写《〈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

文，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
的铁案，此文旨在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推倒郭

沫若的“依托说”。“驳文”于当年 7月 23日在
《光明日报》全文刊登，《文物》第七期影印了

高二适“驳文”全部手稿。随着“驳文”的发表，
文史界、书法界立即掀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

所未有的学术争鸣，声震士林。其不畏权势、坚
持真理、“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高二适语）

的学术精神和品格于此可见。随着《毛泽东书
信集》的出版，才知当年高先生文章发表乃毛

主席一言助成。毛主席复章士钊信中云：“……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

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
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

证实。但争论是应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
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与

此同时，毛主席在致郭沫若先生的信中指出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以赞成高二适驳议文章

发表。1972年，高先生针对郭先生重提兰亭争

伪，又写下《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再驳议》，其
中有一句极为精辟的话，“夫逸少（王羲之）书

名之在吾土，大有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势，固
无须谁毁与谁誉之。”可见，高先生对传统经

典文化捍卫的拳拳之心。今天王羲之及其《兰

亭序》在中国书法上的地位，经过那场“争辩”
后，似乎更加牢固，由是，我们更加佩服高先

生的信念。当时高先生只是江苏文史馆馆员，
与郭先生地位悬殊。他的这种精神被学界誉

为“高二适精神”“硬骨头书家”。
冯其庸先生在纪念高二适的一文中曾用

“永远的高二适”作题。是的，高老是永远的，

是历史的客观存在！

■ 七绝两首《万斛泉源》

■ 西狭颂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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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章士钊手札《久疏音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