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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陆维钊多才多艺能诗词，擅书法、绘画、篆刻。
书法造诣尤深，早年即临摹历代名迹，对甲骨文、金文、篆隶、行草等书法法功力深厚。
晚年自辟蹊径，创造出非篆非隶，亦篆亦隶的书体，在书坛独树一帜，蔚为大家，蜚声海内外。
其绘画取“南派”之法，溶书法于画，擅作泼墨山水，格高意远，配上诗词题款，以三绝著称画坛。
本书分前后两篇，前篇为理论篇，侧重理论研究；后篇为回忆篇，内容以回忆悼念为主。
事实上，回忆悼念和理论研究难以截然分开，往往回忆中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内容，而理论研究中又不
乏对往事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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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维钊书画院，为弘扬祖国民族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平湖市人民政府在陆维钊先生的故乡
建立了一个以展示先生书画生涯为主体，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研究中心——陆维钊书画院。

    书画院坐落在浙江平湖市东湖之滨，占地15亩，1995年12月建成并对外开放。
其中西合璧的庭院建筑和陆维钊书画精品的陈列，堪称平湖文化一绝。
陆维钊书画院热诚欢迎广大的书画家和书画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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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篇　　陆维钊书法论　　本师微昭先生的书法集在师弟陆昭怀（先生次公子）大力协助下编
成了。
我钦佩河北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的眼力，他们在首批选定近当代最有成就的二十名书法家中
，收入了陆维钊——这位“名不符实”的却真正称得上大师的名字，且命我编选，并撰序言。
序先生之书，“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辞”！
然而，先师恩重如山，“小子又何敢让焉”。
　　有两种“名不符实”。
第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即靠了传媒或某种关系网的作用，名过其实。
这在目下已成为时风，人所共睹。
第二种是成就相当高，或以政治之原因，或一生处于穷乡僻壤，无人顾及，这种情况也相当普遍。
陆先生的情况有些特殊。
由于他是浙江美术学院专职古典文学与书法教师，早在60年代初期即受潘天寿院长的委托筹建了新中
国第一个书法专业。
文革后，又受文化部委托任新中国首届书法硕士生导师，这种不平凡的经历，加上陆先生本人在学术
与书艺上的成就不凡，在浙江书法界，可谓无人不知有陆维钊。
但他的名声没有出浙江，有之，亦在书法界的上层而已。
他在现代中国书法界的内行圈里是公认的大师，却完全不像沈尹默、沙孟海、启功等几乎成为家喻户
晓的人物。
他之在书法界，颇有些像史学界的陈寅恪。
陈氏在三十岁即被海内外公认为中国最博学的人，也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郭沫若、范文澜、翦
伯赞等成为史学界无人不知的头面人物。
　　沙孟海名不虚传。
我在《新美术》1994年第1期所发《中国美院书法专业三十年概述》一文中，在介绍中国美院书法专业
第一代导师之一的沙孟海先生时即云：“由于沙先生学术水平高、社会兼职多、又享大寿，故数先生
中，名声之大，无出其右。
”我在此其实已提出艺术家成就大名的三大条件。
沙孟海逝世时，已被公奉为书坛泰斗。
陆先生所以无此大名，决不是他的书艺功亏一篑，而是：第一，他早沙孟海十三年去世，而这又正当
陆先生创作的黄金时代，却不得以新作进入高层次的展览，以使书坛有持续性的瞩目，他没有赶上书
法热大潮与宣传书法热的大潮。
第二，陆先生没有任何社会兼职。
他始终是一个自甘寂寞孤军奋战的艺术家，他晚年对书画艺术追求的执着程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根本无暇顾及世俗的声名。
世事损之而益，这都使他在70年代中后期书艺得到质的飞跃。
　　浙江书坛曾有不少人对沙、陆两位进行比较。
有人甚至作这样的设想：沙孟海如与陆维钊同龄去世，或者陆维钊也活到九十三岁，情况又将如何?然
而，历史容不得假设，它既然已那么走过来了，对于后人而言，它就是某种“必然”，而我们能做的
，也只能是更深入地研究“历史真实”。
事实不能改变，评价是有可能改变的。
要比，也只能是现实的陆维钊与现实的沙孟海比。
而且，我反对仅就沙、陆对比，我觉得要充分认识陆维钊，必须把他置于近当代大家中，置于他所身
处的特定时代的书法界中进行考察，方能真正认识陆维钊的价值。
　　一、陆维钊所处的时代与书法环境　　如果没有70年代末开始、80年代达到高潮在大陆掀起的书
法热，那末，清代碑学之兴即便是我国这门古老艺术的回光返照了。
陆先生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书法似乎已走过了各种各样的路，很难再有突破，况且又处书法艺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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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轻视的时代，不绝如缕。
不过，陆先生还是幸运的，由于潘天寿慧眼识英雄，1960年他即从杭州大学中文系调入浙江美院，成
为中国画系的专职书法教师。
又是这位潘天寿，居然在书法处于如此萧条之际请准文化部，在浙江美院，创建了当时唯一的书法篆
刻专业，并委托筹备者陆维钊为学科主任，使陆维钊一变而为职业书家和书法教育家，这是陆先生日
后成为书法大师的转折关捩。
这里我要首次披露潘院长委托陆先生筹建书法篆刻科并担任学科主任时的一段对话。
当院长表明此意后，陆先生谦让：“我不是第一流书法家，恐怕不妥。
”潘即说：“也决不是第三流书法家，不要客气了。
”对话极简洁，先生接受了。
陆先生很兴奋，当天即将此事转告于我，并说潘认为他是第二流书法家，对他评价恰当，他答应了。
我当时唯一清楚的是陆先生对潘没有把他列入三流感到高兴。
我当时二十几岁，鉴赏力低下，当时又似乎没有书坛，后来渐为人知的潘伯鹰、邓散木、马公愚、白
蕉等，浙江几乎无人提及，要提就是赵之谦、吴昌硕、沈寐叟或古人王羲之。
我只是凭我所知当时情况猜想，上海的沈尹默，浙江的马一浮、张宗祥、邵裴子，当是第一流，至于
潘、陆两位是否如此认为，不敢妄作臆测。
时当60年代初期，陆先生一谈起马一浮、邵裴子二老，即肃然动容，说马老字“格调高极”，邵老字
“用笔很复杂，一般人看不懂”。
张宗祥先生是陆先生最亲近的长者，却从未听他称赞张老的字，对沈尹默更是从不说起。
　　陆先生于艺事，从无门户之见，于书法也不喜言讲碑学与帖学之别。
他曾向我道及马一浮曾言碑学与帖学之纷争是无事生非，庸人自扰。
此点我后来在1987年于浙江博物馆展场《马一浮书法展览》一幅书法作品上证实。
不过人们总是把陆先生归入尚碑的书家，这是由不得他自己的。
现不说秦汉，只说魏碑。
陆先生认为近代只有两人是成功的，一为赵之谦，一为沈寐叟。
他对赵之谦的评价是“聪明之极”，把魏碑写活了。
而沈寐叟，则更是陆先生一生心慕手追的对象，集中所收早年书作《钱孝女淑贞墓碣》，已可看出明
显学沈。
至晚岁仍精研沈氏不已，可以说先生书迹中无不渗透着寐叟的影响。
沈寐叟出神入化的方笔，不仅直接影响了先生的用笔，更重要的是加速了先生对古代书迹中方圆兼施
的理解，并为最终超越沈氏提供了基石。
　　在同辈人中间，陆先生佩服沙孟海。
他不止一次同我说：沙先生是专门家，他自己则是业余的；“沙先生有真功夫，我不如他”。
沙陆两位先生友谊出于至诚，相互敬重，过从亦密。
虽然两先生的友谊与日俱增，但至70年代后期，我不再听到陆先生称赞沙的书艺。
是由于陆先生眼界渐高抑是一再评论无谓，亦不敢妄加臆测。
不过，当1979年陆先生被任命为全国第一号书法硕士生导师，将于全国招收研究生时，急觅合作者，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沙孟海，当他于生命垂危之际，郑重交托主持培养尚未毕业的五名研究生的重任时
，也是沙孟海。
沙先生则时向陆先生请教诗词，沙老长于古文辞与楹联，几乎不以诗作示人。
陆先生逝世后，他为第一本《陆维钊书法选》写前言，所称重者实际上均为陆先生70年代后期作品，
赞美出于至诚。
沙先生的眼睛高得很，只要读一读他在1930年写的《近三百年来的书学》一文便可明白。
沙陆二位晚年长期共事，浙江书法界更常以沙陆并称，对比是很自然的事。
他们两人均是学者，也均是书法家。
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沙更是学者，陆则更是艺术家。
　　陆先生书法方面的同事尚有朱家济先生、诸乐三先生、方介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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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张、邵三老则是他时往请益的先辈。
除此而外，就是受教于他的中国画系中青年教师和学生了。
无俗世之纷争，却有一个小小的书法天地。
正由于这个小天地，驱使陆先生决心向第一流大书家迈进。
——既然已是专职化了，以他的艺术气质，怎甘心于第二流书家的地位！
　　二、“大师”是否有客观标准　　明项穆的《书法雅言》有云：“夫质分高下，未必群妙攸归，
功有浅深，讵能美善咸尽。
因人而各造其成，就书而分论其等，擅长殊技，略有五焉。
”他在《品格》一节中把书家分成五等：“一日正宗，二日大家，三日名家，四日正源，五日傍流。
”以为“并列精鉴，优劣定矣。
”接着便分而论之：“会古通今，不激不厉，规矩谙练，骨态清和，众体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
，弈矣奇解，此谓大成已集，妙入时中，继往开来，永垂模轨，一之正宗也。
篆隶章草，种种皆知，执势转用，优优合度，数点众画，形质顿殊，各字终篇，势态迥别，脱胎易骨
，变相改观。
犹之世禄巨室，方宝盈藏，时出具陈，焕惊神目，二之大家也。
真行诸体彼劣此优，清秀丰丽，或鼓骨格，或炫标姿，意气不同，性真悉露，譬之医卜相术，声誉广
驰，本色偏工，艺成独步，三之名家也。
”引文目的为作高层次比较，故于：“正源”与“傍流”不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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