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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视觉刺激”与“形式构成”本来是互为表里的因素，在中国书法艺术诸元里，草书就是“视觉
刺激”和“形式构成”的极致。
在当代书法家里，马世晓先生的草书，也在这两方面进行着艰苦而长久的研寻。
　　马世晓先生在书法理论方面是长期的帖学坚持与倡扬者，但他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中国书法传统的
多种风格的吸收融化。
　　本书以马世晓先生的人生轨迹和书法艺术表现为个案，将其置于中国书法历史的发展，具体对草
书艺术在当代书法界的发展进行论述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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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廷华：原籍湖北宜昌，1951年出生于重庆，久居西安。
作家，文化学者。
主要著作：《在澹定中寻觅——钱锺书学术的人间晤对》（河北教育出版社）、《翰墨心情》（北京
燕山出版社）、《中国书法的人文处境》（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美术家全集——赵孟頫》（河
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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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世晓永远感谢父亲为他带来的少年时期的幸福，在徐州，他的性情天份得到了充分的开发。
在进入高小的第一年，他在《新徐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作文&ldquo;我的故乡&rdquo;，这是一个少
年对乡土生活的回忆和怀念，那过去了的生活在少年马世晓的感情里出现美的升华。
那些秋天里一眼望不见边的红高粱，那些有着莲叶蓬蓬和青蛙高唱的大水塘，对一个多感的少年，成
为兴奋心情的图画。
当然，这时候的马世晓不可能像以后时期的小学生那样对农村生活进行阶级分析，他只知道自己的童
年没有冻馁哀痛，他还不知道比较富足的农村生活，在普遍贫穷的中国，是多么难得。
当然，他也不会知道：这样的生活，还将成为一种罪恶被长期清算。
他也不会想到，因为他的父亲给了他童年的幸福，他将要用以后很长时期的苦难来抵偿。
当然，在他这一时期的幸福生活里，多的是适合少年人性情的快乐发展，书法这显得老气横秋的东西
一时间还没有成为他的人生需要。
　　显然有家族血统气质的遗传，少年马世晓的身体强健，在小学校里他就是学校运动会上的活跃分
子。
以后的岁月，对体育运动的热爱成为马世晓毕生的习惯，一直到接近七十岁的年龄，他每天必看的电
视节目是&ldquo;体育新闻&rdquo;，晚上十点半钟，熟悉他的朋友决不会给他打电话。
热爱体育运动不仅为他的生活带来过荣誉，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吃苦耐劳受尽折磨而身体精神都没
有垮，也该感谢少年时期的锻炼。
马世晓有时候回忆平生，觉得是他的地主兼教育家的父亲，在他的早年教育中，灌输了很多让他终身
受益的东西。
　　四十年代后期的小学教育里，&ldquo;书法&rdquo;的概念已经逐渐稀薄，&ldquo;写字&rdquo;却是
学生们必须重视的基本功。
在两年的高小时期，马世晓记忆清晰的有两位要好的同学，一位叫王胜孝。
马世晓的写字成绩是全校第一，王胜孝第二；而王同学的绘画成绩却为马世晓所不及。
这位同学是真正的世家子弟，他祖上王东槐曾经当过成丰皇帝的老师，在太平天国攻克武昌时战死，
被赐以&ldquo;文直&rdquo;谥号，并在原籍立专祠，王家祠堂就是今天的滕州博物馆馆址。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王同学很小的时候就带些名士气，喝酒，玩古董，看旧书。
马世晓也受过他一些影响，以后在书法界成名之后，也还去看过这位小学同学。
王同学终身未娶，自由自在地过了一辈子。
还有一位玩得来的同学叫韩延荣，以后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研究员。
　　少华街小学是当时徐州市最好的小学，除了有当时徐州最好的教学设施，还有明朗活泼的校风。
马世晓在这样一个天地里，身心得到健康成长。
徐州的城墙上有苏东坡的黄楼，云龙山上有苏东坡的放鹤亭，这都是马世晓和他的小伙伴们经常游耍
的地方。
小孩子的天性，是喜欢爬高下低。
放鹤亭和黄楼的高昂俏拔，给少年的心情带来多少快乐。
苏东坡的多才多艺和快乐豁达，为后世文人喜闻乐道；苏东坡一生的艰难困苦，倒似乎被他的快乐形
象给冲淡了。
马世晓也是要到多年之后，才能够体会到苏东坡对中国文化人的精神意义。
但是，放鹤亭、云龙山，却是他生命中不能忘怀的纪念。
马世晓小学生活的后期，又是在严酷的战争气氛中度过的，徐州是准海战役的中心地域。
15岁的马世晓对身边发生的战争还不可能有深切的认识和明确的立场。
他父亲作为工商业者，怕的就是打仗，对兵临城下的军队也不会箪食壶浆以迎，但是，在抗日战争时
期和共产党的合作，使得他也不怕共产党。
他甚至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办事情有效率、有办法。
几位滕县籍老乡在国民党兵败如山的时候，商量逃往台湾，马昭选没有跟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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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滕县曾经有几个结拜兄弟。
丁、甄、赵、马、黄，这五姓有三姓和《三国演义》里的五虎上将相同。
其中的老大叫丁黑子，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就拉起一帮队　　伍。
今天找国民党要名义，明天和共产党挂钩，和日本人也拉拉扯扯，打的旗号还是&ldquo;抗日&rdquo;
，和《沙家浜》里的胡传奎是一路人物。
这丁黑子最后死在日本人手里，显然也是干过一些让鬼子头疼的事情。
五兄弟其余的四位，除马昭选以外，甄、赵、黄三家，都跑到台湾去了。
1980年代以后，黄家的后人回大陆访亲寻根，也找到马世晓。
这时候马世晓已经是著名书法家，台湾的蒋纬国将军得到他的作品曾经致信感谢，这是使台湾人钦羡
的事情。
黄先生对小时侯在一块滚铁环打弹球玩过的马世晓刮目相看，他也有些奇怪要说保存国粹，台湾这几
十年一直没有松劲，马家兄弟这么些年风风雨雨地过来，他是怎么写出个大书法家来？
结拜兄弟的后人连床夜语，黄大哥回忆他家老人在台湾曾经谈起马四爷与众不同，问起马世晓一家这
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马世晓作为大陆的一个大学教授，最初和台湾同胞接触，讲话也特别注意影响。
从父亲的命运来说，没有跑台湾去，以后确实是受了罪，一家人也跟他受了罪，但是，马世晓就是在
这艰难的生活里，左冲右突，成为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书法家。
如果当年跟父亲跑台湾去，肯定也会学有所成，却不一定归宿于书法。
所以，老子的那句话&ldquo;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rdquo;真是有道理。
命运这个玩意儿是根本无法用什么理论和规律来说明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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