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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前夕，我们一行四人看望并采

访久慕的赵国柱先生。

赵先生是 1955 年生人，祖籍山西平

遥。

赵先生是山西著名的文化俊才，天

资敏悟，人品高尚。曾长期担任山西省

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太原日报社社

长。现任山西省书协顾问，太原日报

社书画院院长，太原市特聘专家；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第六届中国书协

新闻出版工作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政

府文史馆员 ,山西省文联主席团委员，

第五届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山

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

硬笔书法协会副主席，山西省硬笔书

法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楹联学会理事、

书法艺术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楹联艺术

家协会副主席。

赵先生也是全国知名的书法文化大

家。  曾担任全国第三届、第四届、第

赵国柱擅大草，为山右草书名家。

其大草远慕乡贤傅山遗风，有山右文人

书风不羁之狂狷；近得三原于右任之简

旷，又上溯章草一脉，遂成朴厚简肆之

草风，有举重若轻之独运。加之其草书

以情势驭法度，恣肆真率，气格不凡。

重源讨流 狂不变乱

国柱先生之于草书重源讨流，显示

出他重古的一面。他早期创作，以章草

为主旨，对章草一脉作了严谨的梳理。

其章草融史游、皇象《急就章》、索靖《出

师颂》于一冶，端凝朴厚而不失刚健婀娜。

事实上，仅就章草言，赵国柱已自可名

家。但他并未止上于章草。在他潜意识

创作心理中，还存有一个强烈的大草情

结，而他对章草的著力，在很大程度上，

是为其上追大草作一个古法的铺垫。

近些年，赵国柱已渐趋完成从章草

到大草的创作转型。由于根基于章草古

法，他的大草虽极于狂肆，但酌华而不

失奇，而是将狂草的个性表现始终置于

古法的理性表述之中。这是赵国柱草书

力群（曾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

版画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

理事）：早就听说山西书法界有个赵国柱，

也看过不少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大气豪

放，颇能打动人。国柱同志多年来身处

政界，平日公务繁忙，在公务之余的宝

贵时间里，精心研究书法，凭着自己的

聪明才智和对工作生活中的体悟，将书

法理解的颇为独到。

他对传统法帖作了较为深刻的研究

和临摹，滋润了他的书法艺术。他的书

法作品通篇神气飞扬、行气连贯、筋骨

雄毅、随风低昂，章法上跌宕起伏、姿

态横生，气势流畅生动，笔姿清新流丽，

特别是他作品中加入章草气息，更显其

书法作品古朴典雅，厚重深沉。

艺无止境，书法艺术亦然。期望赵

国柱同志在书法艺术上不断进步，前程

似锦。

姚奠中（曾任山西省古典文学会会

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山西省书法家

协会名誉主席）：国柱同志的书艺灵动

而不轻浮，凝重而不沾滞，得心应手独

具面目，已自不同凡响。

刘艺（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顾问）：国柱草书源于传统又借鉴今人，

涉猎广泛又自出心裁 , 尤其将章草之拙

朴融于今草之灵动，更有独到之处 , 更

显格调高古。此等成就非但得自勤学苦

练，而且源于天资敏悟，两者相加 , 持

之以恒，充实文化，必有大成。国柱学

弟勉之。

五届中青年书法“百强榜”评委，首届

（2009—2010年度）中国书坛“风云榜”

评委，全国第一届、第二届及第四回硬

笔书法大展评委。会同《书法》杂志在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成功策划组织了“鸿

篇巨制——当代百位名家书写美丽中国

书法提名展”等多项全国性大展 ( 赛 )。

应邀参加了第二届、第三届《书法》杂

志“书法男女二十家展”。2000 年和

2006 年分别赴日本和韩国进行专业书法

交流。获评中国书协首批“中国书法家

进万家活动先进个人”称号，中国硬笔

书协“全国优秀中青年硬笔书法家”称号，

《书法》杂志、《书法报》“2011 中国

书法十大年度人物”称号。

赵先生的专业文章及专题介绍见诸

多家专业报刊及网络，出版多种个人专

集。2015 年荣宝斋出版社正式出版《中

国当代书法名家新作——赵国柱》，同

年在北京荣宝斋美术馆举办个展，2016

的入古处。因而狂不变乱。这种古法的

积淀使得其狂草在表现出唐人及明人

狂草的大格局下，又处处洋溢着理性的

优雅。

真积力久  远离俗格

赵国柱沉潜章草多年，却心仪大草。

不过受章草牵绊，过去大草创作，求小

心收拾和字形、结构的圆转流美，局促

而缺乏大草使转恣肆之态，欲求大草之

势而不可得，但以章草蓄势求变之意则

分明可辨。可以说对章草的，使其草书

创作奠定在较深厚古法基础之上，并且，

由章草入今草亦可使草书，此古今通论，

而尤为现代草书大家高二适所信守。他

一生草书奠定在章草基础上，并著有章

考研究专著，他甚至不无偏激的认为，

不从章草化出则草书难言法度。高二适

《为费在山藏怀素自叙帖题诗》中便表

明了这一点，诗云：“怀素《自叙》何足道，

千年书人不识草，将渠悬之酒肆间，有

许醉僧亦不晓。我本主草出于章，张芝

皇象皆典常。余之自信为国宝，持此教

何应辉（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四川

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赵国柱之书融章

入今，以小草见长，得浑融活脱简净之

美，格调脱俗，不染时弊，於右任先生

之草多所会心，此亦殊为不易也。当代

之草一时以明清调成风，此亦时代使然。

虽有所获，但格调境界毕竟不高，近年

又有所谓新帖学兴，所窥求其上，幸甚。

然亦多仿佛二王皮相之粗略，实则未入

门迳之弊。另亦有入而未出之憾者，知

草之难也。 

张旭光（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草书

委员会副主任）：国柱有英气。缘于平

素生活有一份书法神采之氤氲。有理性。

深谙书法规律。长期临池不辍而积沙成

塔。有境界。深入章草之古韵 , 追摹于

右任之碑贴融合。超乎平俗 , 近乎山林

之气也。有担当。沉浸传统 , 耽之经典 ,

人文精神得以升扬。潜移默化 , 提升责

任 , 推动工作。

华夏复兴 , 正待文化俊才。国柱之

文化砥砺 , 或将有冀于国之一柱者乎。

朱培尔(现任《中国书法》杂志主编，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篆刻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西泠印社理事，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理事 )：赵国柱于书法成名已久 ,

但仍着意于古代的名碑名帖 , 难能可贵 !

他的鸿篇巨制 , 写的大气磅礴 , 除了有

强烈的节奏感以外 , 字形与章法的取势

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貌 , 在痛快淋

漓之间显现厚重与浑然 , 在潇洒生冷之

中隐含古拙与苍茫。我最喜欢的还是他

年初应邀在上海朵云轩举办个展(《书法》

杂志主办 )，2016 年末应邀在杭州西泠

印社美术馆举办“赵国柱手札作品专题

展”（西泠印社集团主办）。作品被西

泠印社美术馆、太原美术馆等多家专业

机构收藏。  

从数十年冗杂琐屑的政务中退身下

来后，得一位相知多年挚友帮助，在位

于太原南城一座傍桥临水楼内 11 层，整

理出一个50余平方之地，供赵先生读书、

写字、饮茶、小憩之用。赵先生欣然命名：

“怡心斋”。

专辟这一方所在并得斯名，赵先生

说，大约还是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话予我

的触动与启示。意思是：找个地方，把

心搁下来。 

走进“怡心斋”，只见城影市岚，

尽收眼底。凭窗远眺，绿水逶迤，桥姿

参差；更有朝暾晚霞时，清风引目，浮

光耀金，河禽翔集。如此好景翩联，令

尔休张皇。”在高二适眼里，《自叙帖》

不值一论，而千年习草者皆不识草书真

脉，误尊怀素，怀素草书实只可悬于下

九流的酒肆之上。高二适对怀素《自叙帖》

的言论自存偏谬，只代表其一家之言，

识者自不会囿其一己成见，而他对章草

的优加偏重的一惯态度也从中显现出来。

才性之美   更臻新境

近期，赵国柱草书已突破自身章草

型草书创作模式、以势为中心，打破章

草的闭合式向心体势，开张结构、增强

草书的张力，强化线条的纵恣感与墨的

渲化。同时，章法整合结构也表现出中

轴线的强力变化。在这方面，赵国柱草

书显示出他近期对“明清调”的研悟与

探寻。其中祝枝山对他的影响颇深。当

然，书贤傅山的影响就更在其中了。这

种由章草到今草的转型，对赵国柱草书

创作而言，无疑是一种创作宿愿的实现，

当然也意味着更为艰巨的挑战。这是由

草书的难度所决定的。我一向认为，草

书有三难：才难、法难、气难。只有突

以亲情与感悟为主题的手札 , 内容情之

所切 , 书法委婉动人 , 国柱以他见长的

章草或小草 , 一点一拂之间 , 既见情性

又不失文采。尤其是用笔的精到与书写

过程的轻松 , 在当代章草书法家中是不

常见的 , 能够具有文人情怀把情感与情

绪融入其中书写的就更少了。我想当代

书法所缺少的正是国柱这种把书写与生

活的有机结合与书法艺术的探索圆通。

胡传海（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

会委员，《大观书画家》杂志执行主编，

上海《书法》杂志原执行主编）：赵国

柱书法的结体中掺杂章草古拙的意味，

带有横向取势的特点，不像很多人写

今草流畅痛快，一挥而就，他的作品

都是深思熟虑后产生的，但是又要不

露痕迹，显现出那种轻松随意，纵笔

为体的特点。所以无论是线条、结体

还是章法都有那种率性大气，不刻意

而为，无经营匠气任性，常出意外之

笔，同时又可以看到作者取法的高古，

不随流俗的特征。他的作品伸缩性很大，

鸿篇巨制写的大气鼓荡，寸缣尺素写的

委婉动人。

近观国柱兄所书手札，文采灿然 ,

笔墨精雅，细细品读 ,则一如香茗入口，

沁人心脾，余香绕口，品咂再三，其味

无穷。

其大字以小草千字文入手后又揉之

章草，笔致苍芒雄浑，远观气势磅礴不

可一世；小字则委婉有致以情动人，真

山右一代大家。

人胸襟大开，喜不自禁。回身室内，是

一案一台一几一架，错落排开简当有致。

案用来捧读，晨昏拥乐每相亲；台用来

写字，砚边帖上走光阴；几用来奉茶，

风雨故人轻叩门；架用来陈石，一方一

态自天真。还有一琴。是黝色致密的一

架古琴，为友人所赠。赵先生说他并不

会弹，在大多时间里，它挂在壁隅，只

觉形美，充当饰物。然而，逢雨逢雪，

遇雷遇电，这琴于寂寂中铮然有声，一

时间使斋更幽、室更清、人更静，使他

常想到苏子《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

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尖上，何

不于君指上听？”妙意难违，莫逆于心。

在这里，赵先生想读就读了，想放

就放了；想写就写了，想歇就歇了……

一切归于心情，一切归于心境，自自然然，

平平静静。他说：这里改变了我的人生

场景也修正着我的人生态度：天地之间，

除了物与事的充斥还有灵与性的驰游；

破三难，并具草书先天秉赋，才可能在

草书领域有所作为。历史上的草书大家

各具天才性秉赋，但于法、于气的把握

表现则是共同的。赵国柱草书具才性之

美，而又积后天功力与磨砺，假以时日，

草书更臻新境，当可预期。

除大草创作之外，赵国柱的尺牍草

书又始从唐明格局讨寻晋法。其尺牍小

草在保持章草简澹意态下，又糅以孙过

庭《书谱》笔势，侧利夭矫，见其逸态。

此表明赵国柱草书从致广大到尽精微的

转换。

至情至纯   发乎情衷

在书史上，尺牍手札在文人书法创

作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东晋“二王”

及郗庾谢世族书法皆以之为载体。欧阳

修云：“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侯病、

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

不过数行。”宋元明清，许多书法大家

创作便著意于尺牍。而很多优秀之作，

甚至超过其一般认为的代表作。如台湾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米芾手札九种，便远

山西文化俊才 冀于国之一柱
──走近当代书画散文精英 100 家之赵国柱的书法世界

扬帆墨海舟  泊归怡心湾

慕傅山遗风   得右任简旷

名 家 集 评

古今之中，除了功与利的竞逐还有思与

想的行吟。

（本报记者 杨万福 通讯员 王开芳 

许华伟 李青英）

过于他的《蜀素帖》、《苕溪诗帖》，

而苏东坡、黄山谷的大量手札，其精品

也远过于其《寒食帖》、《松风阁诗》。

赵孟邨也复如此。他写给禅师中峰明本

的很多手札作品便精于其《洛神赋》、《前

后赤壁赋》。相较之下，后者给人以抄

书的机械之感，远无前者的灵动洒脱。

这是因为尺牍创作是奠基于日常交往酬

酢的即兴书写，是摆脱端庄的发露性情

之作，故不沾滞于技。

兴之所至，遣毫抒怀，性情呈放，

笔墨真醇。赵国柱的尺牍，是至情至纯

的文书双美的作品，发乎情衷、感人泪

下。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一书中言，

中国文化是情本体，故以仁爱孝亲为先，

以血缘亲情为至上。中国古代传统文学

作品也无不体现出强烈的情感表现。《诗

经》之《国风》、《楚辞》之《离骚》、

《汉乐府》之民调及东汉小赋，唐之于

诗及宋之于词与元之于曲，无一代之诗

文词曲不言其情矣。

（姜寿田 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

《书法导报》副总编）

赵国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