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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文字和图版两个部分。
文字部分先由主编叙述关于《自嘲》的故事，再专文从文学角度鉴赏《自嘲》，然后是十几位作者撰
写的从书法角度鉴赏《自嘲》的文章。
图版部分为中石先生行书《自嘲》的分解帖印，较原作有所放大。
若欣赏原作，本书插页按原作比例缩小尺寸印制，折叠装入书中。
并刊入原作的影件和原作勒石拓片的影件，以供欣赏，从而感受翰墨与金石的不同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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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成纲，一九三九年生，山东蓬莱人。
曾编撰《中国当代名家书法集萃》、《刘炳森隶书字帖》、《王学仲书艺》、《古诗精选日日读》、
《华夏吟友》（七卷）、《中国成语典故》、《细说世说新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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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谈的是中石先生自撰自书的散曲《 〈中吕·满庭芳〉 自嘲》。
是十七年前为成纲写的。
　　这幅作品的书写方式极为特别，不是一般的案书，而是两人各执纸的一端，将纸悬起，空中作书
。
是谓空书（欲知其详，请阅本书王文）。
　　这是杂技呀！
也可以这么说。
先生来了兴致，玩一把。
不过这可不是单为玩，也不是单为显示杂技本领。
这样写，我想主要是对书法的艺术表现有其独到妙处。
　　作书，离不开提按使转。
这一点，空书与案书大有不同。
　　纸悬在空中，远不如平放在书案上那么稳定。
按下去，它有向上托的反作用力。
提起来呢，纸也跟着向上起。
实际上，提按的力度、幅度都被撤去一些。
加上使转，情形就更加复杂了。
这就要求书者重新调整动作。
这凭的是非常灵敏的感应和极其精确的控制，很不容易。
而一旦将这些不确定因素把握得恰到好处，写出的字将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妙味。
　　写的时候，还加上唱。
就是说，心里想着，口中唱着，手中写着。
　　这太难了！
会不会乱套啊？
不用担心，中石先生心里有谱。
他做起来，颇为从容。
　　在中石先生那里，想、唱、写三者是可以打通的。
三者其实就是一个：本乎心源。
成竹在胸，形诸文可为诗；发为声则成乐；付之笔便是书。
三者在中石先生心中汇合，从而交融水乳，统一和谐。
　　这是火候到了。
概言之，由技而道。
　　中石先生又给自己出了难题。
他用的纸，是一个窄长条，宽仅二十一厘米，长达一百三十八厘米。
这等尺寸，挥运起来，殊为不便。
　　以上种种，说的无非一个字，难。
　　侯宝林先生有言：凡是好的，都是难的。
这是他老的经验谈，极有道理。
但他可没说凡是难的都是好的。
以后也没听哪位高人这么说过。
看来，这逆定理不能成立。
　　在难与好之间，中石先生从来是把好排在第一。
说到难，那也一定是在好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我说，中石先生的空书，既是难的，更是好的。
　　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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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见仁见智的，我只能试着说说个人的粗浅体会。
　　这是一幅性情之作，即兴之作，也不妨说是戏谑之作。
通篇率性随意，放手挥洒，一任自然，略无滞碍。
咱们从头来看。
　　开头数字，比较周正，笔划也粗，给人一种平稳端重的感觉。
接下去，在不知不觉中就有了变化。
布字微有欹侧，行气渐趋游动。
随笔端含墨量的减少，笔道渐细、渐干，笔意渐纵。
至『行家笑』，则行笔舒放豪宕，字势飞动起来。
『行』字，纵笔，甚精彩。
两条长线向左斜行。
左线较短，微左弓，末端回锋稍向右上提起；右线起笔承左，再微右弓，然后尽情下伸，气息一舒。
两线修短合度，直中见曲，相呼相抱，息息相通。
真乃神来之笔。
『家』字承上，复将行气扭回。
『笑』字，萦绕回环，左右挥洒，虽笔划极度外展，但中宫紧收，绝无松散之感。
这一类字，先生十分拿手。
每一出现，便觉神采飞扬，足为全篇生色。
看到此处，我竟仿佛眼前浮现『行家』那风雅的气度，隐约听到那爽朗的笑声。
　　行笔至此，奔放已极。
但也不是一味放下去。
于是濡墨掭毫，以『怎敢招谣勉强学』七个比较收敛的字结束本行。
这与文意颇为合拍。
既是『怎敢』，既是『勉强』，自然不宜张扬。
　　第二行，起首『塗』字仍粗重。
与前行『学』字照应。
『鸦』、『解』二字连贯而下，为牵丝引带之佳构。
至『又谁知』，再起一波。
特别是『知』字，明显放松，气氛一变。
这似乎又与文意的转折有关了。
『纯粹是』和『最后只能』，字缩小，偏向右侧。
因其为衬字，按律必须如此。
是否破坏行气呢？
生手不是没有可能，而中石先生这样的高手，则不会有问题。
恰恰相反，正因这几番错落，产生了疏密变化，平添几许摇曳之姿，从而也打破了书幅过于长直的单
调。
　　动荡之后，复归平稳。
本行最后五字『代人手抄依』，形体较大，字距略加，显得疏朗大方。
分看，皆有独立之美；合观，更见映衬之趣。
最后的『依』字，又是先生别出心裁。
其竖钩，细而圆，刚劲十足；末笔重捺，章草笔意，水平方向，收笔略作上扬，俏态毕现。
　　末行，正文只『附弄风骚』四字，收尾之『骚』，本来体近矩方，不易写得活泼，但先生将其略
作夸张，便别开生面了。
『依附』也罢，『弄』也罢，毕竟风骚。
正可谓『取会风骚之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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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欧阳中石先生十八年前信笔“空书”行草《自嘲》一幅，虽即兴而为，然神完气足，一气呵成，
为中石先生书法可遇不可求之精品。
《中石书〈自嘲〉鉴赏集》编者力邀十余位名士大家共同品评赏鉴，品评中肯，赏鉴到位，这些文章
堪称八仙过海、百花齐放。
令人欣喜的是，作者们没有丝毫时下流行的忽悠，而是实事求是、见仁见智，其中不乏批评。
更有文章涉及到一些书法艺术发展的重大课题，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另附“中石先生谈书法”数篇，以资研读。
《中石书〈自嘲〉鉴赏集》确是一部书法爱好者赏析、学习、研究书法艺术的上好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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