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书坛，可谓群星灿烂，名家辈出。然受时代
风气之影响，风格接近、面目雷同者亦时有所见。

有一位书家，却与众不同，他以一手风格独具、
碑帖兼容的魏体行书和章草卓立于书坛，为人们所
熟知，并牢牢记住，这个人，就是武汉的魏开功先生。

知道魏开功先生，源于订阅书法报刊。一来，是
他长期供职于《书法报》，其名便时有所见；二来，是
他的书法作品常刊布于书法报刊。那面貌独具的书
法作品，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我的印象当中，魏开功先生是一个低调而不
张扬的人。谦虚平和，温文尔雅，全然是一副传统文
士的风范和作派。他是媒体人、书法家，也是一位诗
人。作为媒体人，他具有广泛的人脉和广博的见识；
作为诗人，他文心独具，学养深厚，具备了很多人所
未能具备的文化底蕴。因此，他的书法才具有了不
同寻常的特殊意义。

苏东坡曾言：“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
者终不能尽妙。”学习书法而缺乏修养见识是不可想
象的。学习书法绝非仅靠经年累月、对照某碑某帖
描描画画即可奏效，这早已是书界之共识。真正能
身体力行，以古来贤士之训导而塑造自身者，实属凤
毛麟角。而魏开功先生能集三种身份于一身，长期
浸淫于璀璨夺目的传统文化之中，于时下这光怪陆
离、浮躁喧嚣、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现实生活当中，
始终保持了一份难得的坚守和清醒。

故而，有人虽在时下书坛暴得大名，却很难经得
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更多的人，往往在时代风潮
的裹挟之下，热衷于名利的争夺，进而陷入名缰利锁
之中，最终还是被时代的滚滚洪流所淹没，从而在时
间的长河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段时间，魏开功先生赠我两本书：一本是湖北
华中文化产权交易所为他举办的义拍活动而印制的
书法作品集《行方墨海》；一本是书法报社为他出版
的《魏开功抗疫诗书作品展作品集》。收到图书后，
我时时翻阅拜读，便有了写点评论文字的想法。

奈何本人正在持续撰写我酝酿策划已久的，反
映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城乡变迁史和底层书画家的艰
苦打拼人生故事的150万字长篇小说《笔落无声》，
驰骋已久的形象思维一时之间很难转换过来，便只
好搁置了一段时间。

2024年元月10日上午10点半，在电脑键盘上
敲完这部长篇巨著的最后一个句号，我感到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轻松。休息了几日，精力得以恢复，思维
得以调整，我便坐下来，心平气和地为魏开功先生撰
写这篇类似于读后感一般的文字。

魏开功先生的两本书并非煌煌巨作，虽是薄薄
两册，却素雅大方，很有分量，集中收录了他近年来
的一些书法和诗歌作品。

他的书法作品全都是素面朝天，在白色和仿古
宣纸上写就，绝无时下“展览体”书法那种采用裁剪
拼接、染色做旧的制作方法，从而搞得花花绿绿，使
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不良习气。有句俗话叫做：

“内在不足，外在补充。”时下一些书家，或者因功力
不济而依靠形式装点，借以遮短；或者为迎合展览而
千种装扮、万般点缀。此风渐长，几成恶俗。而看了
魏开功先生的这批作品，如沐春风，倍感亲切。

看得出来，魏开功先生的书法源于唐楷，颜筋柳
骨，赫然在目。其康有为一路的行书，虽透着他多年
来浸染康氏书法的心路轨迹，却与康氏书法颇有不
同。康氏书法气势开张，奇崛雄肆自不待言，然多粗
服乱头，在正大气象之体现上，却有一偏之失。这是
源于康氏为倡导“尊碑抑帖”，过度排斥帖学所导致
的结果。正如陆维钊先生晚年所讲，他要是早点接
触帖学，其书法造诣，又将会是另外一番境界。

而魏开功学习康有为，却不拘泥于康氏，对汉
碑、唐碑、魏碑以及二王和其他历代大家广取博收，
因此，他的书法便既有雄肆奇崛的一面，亦有细腻温

润的一面，只不过比例大小有别而已。
观其所作，笔法不拘一格，结体因字赋形，章法

浑融大气，墨色变化丰富，时开时合，一任自然。信
手写来，沉着痛快。于他人以外，立自家门户，实属
难能可贵。

他的章草，本于皇象、索靖而经意于王遽常，旁
参颜筋柳骨，并融入二王笔意，潇洒自然，拙朴典雅，
面貌独具，颇为耐人寻味。

魏开功先生书法，亦非仅局限于这两种书体，两
种面目。不但在行书方面能够写出多种感觉、多种
面目，而且亦善篆隶，下笔渊源有自，古拙淡雅，文气
芊芊，均与他人迥然有别，此非心志高远，见识广博
而学养丰富，功力深厚者，焉能为此也？！

“封城渐断行人路，欲锁新冠斩恶魔。一夜关门
千万户，艰难过后是欢歌！”

“号角声声赴疫灾，生灵荼毒恶神来。江波腾浪
犹吹雪，雾海翻云似掸灰。微信银屏传大义，宏文消
息诵英才。一片丹心存志远，春风化雨洗尘埃。”

类似这样的诗作，比比皆是。这些诗作都是魏
开功先生在三年抗疫当中有感而发。既是他诗心才
情的展露，也是他关注社会生活的体现。他以风格
独具的书法，将这些诗作写下来，既是他自己心愿的
表达，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忠实记录。

因此，这样的书法作品，更值得我们多方关注。
这样的书家，更值得我们记住。

谨以此文与开功先生共勉！

浓墨重彩挥写
江汉关大楼百年风韵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通讯员 王有珍 汪庆

朱敦儒 词《水龙吟》

风格独具 奇肆开张
——魏开功书法简评

□ 傅德锋

“江汉卷波涛，风雨伴随三镇史；雄关
鸣大吕，钟声激荡百年情。”对武汉而言，落
成于1924年的江汉关大楼不仅是武汉这
座城市的建筑地标，更具有构成城市文化
意象的价值。它在见证武汉百年风雨的同
时，也将这座城市开放求新、勇立潮头的文
化品格凝聚其间，成为武汉从传统迈向现
代、从内陆走向世界的一个时空坐标。

今年是江汉关大楼落成百年，1月21
日，江汉关博物馆联合湖北省书画家协会
举办“百年钟声——江汉关大楼落成100
周年书画展”，展出30余位画家精品力
作。

书画家们挥毫泼墨，书写江汉关大楼
的恢弘典雅，述说长江的空灵浪漫，吟诵
江城的人文风貌。展览开幕式上，多位书
法名家将为江汉关大楼落成百年创作的
作品捐赠给江汉关博物馆。其中，此次书
画展的主题“百年钟声”由中国文联原副
主席夏潮撰写，其作品灵动飘逸，筋力十
足，颇有晋唐之风。湖北青年美协理事朱
聚一的国画作品《江城夜话》，描写的是爷
孙俩在江边纳凉，听着江汉关的钟声讲江
汉关的场景，反映江汉关早已融入江城人
生活。该作品线条明快，色彩鲜明，人物
刻画生动活泼。襄阳市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黄大军的作品《中兴名臣张之洞》，生动
传神地描绘了被誉为“武汉城市之父”的
张之洞的形象。

江汉关博物馆馆长单宏均表示，作为
江城记忆的守望者，江汉关博物馆近年来
在展示、宣传武汉地方历史文化等领域积
极探索，成为保护武汉历史文化遗产，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这些名家
作品的入藏将进一步丰富江汉关博物馆藏
品体系、提升博物馆藏品质量。

展览现场，江汉关博物馆还组织了“绘
汉关、写祝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书画爱
好者摹写展厅书画作品，现场写生江汉关
建筑。

王维 诗《山居秋瞑》

自作十年半世七言联

朱聚一 江城夜话

陈伯安 江汉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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