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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妙弟是位感情淳朴的人。每次谈话提起家乡与亲友时，真挚而充
满情感。这次展览是他求学三十年后向家乡的一次汇报，所以，他很投
入，很用心，很用情……家妙弟言，父母含辛茹苦将其养大，如今自己已年
过不惑，父亲已归道山，家留老母，想以自己的学业成绩给她一个回报。

《春秋左氏传》中有“小人有母”之典故，尽孝悌焉。家妙弟用展览的方式
来报答养育之恩，也是一种尽孝，我非常赞成。于是，便有了这次书展。

孤山西泠印社有一吴昌硕先生撰写的长联，其中有两句：“读书坐风
雨晦月”“一耕夫来自田间”，移来概况家妙弟的早岁经历颇为合调。他出
生在永嘉山水间，带着一身淳朴，从乡间走到了高等学府的教授，学艺声
誉日隆，这是他自小至长敏而好学、从善如流的结果。在调入美院随我读
研究生之前，他很有幸地受到林剑丹、金鉴才、张如元、张索等先生的指
导，从一开始就受到很好的传统教育，基础扎实。

中国书艺，源远流长。时代更变，名家辈出，各领风骚。回顾历史，各
时期代表书家的成就，都离不开长期酝酿的积累，成熟是需要时间的，所
谓“人书俱老”。现今社会受利名环境的影响，催生成才快熟化，或将书法
技术化，恰恰背离了这门艺术所具有的独特成长特性。就具体而言，书法
中的用笔结构确实含有一套技艺体系，但绝非科学般的技术概念，而是蕴
涵着人文思想与历史积淀。书家的审美观念通过笔墨技法在纸上再现，
且每一书家的结体笔墨无不体现其心象，书为心画也。我时有感叹，书法
是很奇特的艺术。书写者的善恶美丑，都能直接在字迹中反映出来，无处
遁形。所以，书法是形而上的，它是以学养、品格为本，与文史哲等学问互
为表里，需要实实在在的修为，急不得，强求不来，更要不得半点花拳绣腿
的。每位书家在努力寻找自己的风格面目过程中，一样需要人生的修炼、
学识的涵养，甚至是山水草木的寄情，都有可能助推境界的升华。如果简
单地将西方美学概念搬进来，嫁接上去，其结果则更加糟糕。同时，亦损
害了传统的根脉。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书法史是在重复的书写中，不断产生推陈出
新的作品。而追求一流的目标，就是要经得起历史的淘汰而颠扑不破，历
久而弥新。历代“以古为新”的成功实践者，不胜枚举。家妙弟志存高远，
对这一问题思考清晰，立场坚定，殊为难得。我要求他做一位对历史有责
任感、对事业负责的书家、学者，不能以自娱自乐的方式来消解书法，而他
也是如此践行的。他始终坚持将学问研究与书法实践紧密相连，不为时
风而动摇。他的硕士论文《赵之谦温州、福州、黄岩史迹考》、博士论文《<
寐叟题跋>研究》，都以书法史学为方向，史料翔实，论证有力，是很优秀的
论文。其博士论文在开题研究时，我们曾围绕着“书法高峰的形成与学养

的关系”而着重讨论，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书法史上巨匠的研究，探究其成
功的经验在当下的重要性。也就是在追问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创新从何而
来？是站在传统的土壤中生根，还是持舶来主义，任其自由变种？最终我
们选定晚清大儒沈曾植作为研究对象，因为沈氏的学问不可谓不广博，其
书艺之变不可谓不惊世，对民国以来书风影响不可谓不深远，而他的一生
具有典型性，很值得研究。家妙弟肯下功夫，通过大量浩繁的史料进行辨
析，在前辈如钱仲联、王蘧常、龙榆生等大家的研究基础上做了大量的补
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观点。他很明白学术的严谨性与无限性，从不
满足。论文虽已结集付梓，但仍在不断进行修正补充。这种学风，我很欣
赏。2015年，由他整理点校的《赵之谦集》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
奖，赢得学界的广泛称赞。

回想起2009年，书法系增设全国首个书法学与教育专业之后，他担任
首届本科班班主任，在优化课程，巩固本科教学质量等方面，完成得很出
色。正因为有上述学养与德行的基础，他能在纷杂的问题面前，辨根枝，
明是非。家妙弟爱读书，坐得住，孜孜矻矻致力于书学书艺。近年来，他
的思考越发成熟，书艺也日见圆融。在坚持“以学养书”“抗心希古”的书
学方向上，让我看到了希望。

展览在即，家妙弟将作品集稿本见示，得快先睹，十分高兴。“穷源竟
流”“抗心希古”“修辞立诚”三章作品丰富多彩，有厚度，有格调，写出了他
自己现阶段想要追求的境界。

第一章的临摹作品细腻扎实，能入古人之精微处，看得出他长期以来
对历代名作进行了很好的研究与解读，下了苦功。第二章的大多数作品
都是他这几年的力作，书风淳朴雅正，处处能看到来历，古意中透出他自
己独有的灵性。笔墨精熟之外，以书卷气发之，不落尘俗，尤其巨制篆隶
条屏，足以震人心魄。他取法广博，五体兼擅，允称嘉手。他在随我习书
之前，行草较为熟练。调入美院后，坚决从篆隶楷书中讨生活，打基础，取
法更上，碑帖结合，笔力大进，能处其厚而避软弱。第三章的内容更是生
动，主要是他的日常书写，或题跋，或撰述，或钞录，或书札，皆见其治学之
痕。在作品中，很能见到真性情，或许这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自媒
体流行的时代，能坚持这样的“日知录”，真可谓是“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
也”。

家妙弟俱德俱学俱艺，三者之合，前程不可限量。书学之后劲，望之
斯人。

是为序。
丁酉七月既望于古铁如意馆南窗

不负初心 抗心希古
戴家妙书法作品集序
祝遂之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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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家妙，1970 年 9 月生于永嘉。号正斋，
别署水湘居、二奴山房。现为中国美术学
院书法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书法理
论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书画传习研
究所副所长，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
主席、学术委员会主任，西泠印社
社员，杭州金石全形拓非遗保护
发展中心副主任。

著有《二奴山房印存》《〈寐
叟题跋〉研究》《中国书法文化大
观·宋元书家部分》《篆刻学·篆
刻批评原理》《篆刻经典技法解
析·邓石如卷》等。编著有《海派
代表书家系列作品集·沈曾植卷》

《沙孟海全集·篆刻卷》《中国篆刻
聚珍丛书》《中国法书精萃丛书》《历
代善本碑刻丛书》等。点校整理《赵之
谦集》（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书画
书录解题》等，其中《赵之谦集》获得2015年
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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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杜甫《示獠奴阿段》并刘墉跋 23cm×26.5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