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正一帆悬
——全国大书法行草书法作品展终评现场实感

由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办，中国硬笔书法协会行

书委员会、草书委员会、宁波市硬笔书法家协会联合

主办的“全国大书法行草书大展”终评现场在宁波市

工人疗养院进行，笔者是中国硬笔书法协会行书委员

会主任，又是本次评选委员会的副主任，参加了终评

现场的全过程，现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受到的相

关问题及经验作一述评，以供借鉴。

现场高端大气，作品悬挂规范

终评现场是由宁波市硬笔书法家协会选择并布置

的，位于宁波市工人疗养院，可容纳上千人的大会议

厅里，经工作人员的精心布置，用“高端大气上档次”

来形容本次的终评现场一点也不为过。几十年来，我

见过大大小小的终评现场，粗略估计不低于 3 位数，

只有这次的终评现场最高端、最规范、最省力。首先，

由于会议室大，场地大，空间大，使现场宏大自不必

多说。关键是组织者把整个现场布置的井然有序，现

场四周均有大小不等的终评现场招牌，又把评议区和

评审区自然分开，不仅严格了评审要求，也为摄影和

摄像工作者的多角度拍照提供了方便。其次是承办者

在近两千平方米的大厅里，用三角铁架搭建了 7 排近

80 米的长廊，排与排之间留有约 5 米的视距间隔，且

每一排的正反两面均可用磁吸张挂作品。使评委一进

入现场，既可远观概览，也能近看细品。书法大家沈

鹏先生认为，作品的审读在“三上”，即桌上、地上

和墙上，而最佳的审视位置在墙上。反观之前常参加

的评审现场，因受条件限制，几千件作品不是摆在桌

上，就是铺满一地，评委们不仅要“眼观六路”，还

要站起来蹲下去的循环往复，劳其筋骨。而本次终评

现场，不仅大大降低了评委们的劳动强度，也大幅提

升了评委们的工作效率和评审效果。因为，作品的观

看角度不同，视觉效果也迥然两样，放在桌上地上和

墙上，其观看效果不一样；悬挂的高度不同，观看的

感觉也不一样；观者距离作品的远近不同，作品在观

者眼中的效果也不一样。而在这样的评审现场里，评

委们可远看近看，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多角度看，

好的作品便能从众多作品中跳将出来，

吸引你的眼球，使你不得不驻足观赏，

从而为其投上一票。既省心省力，也避

免了遗珠之感！

组织严密周到，流程井然有序

全国性书法大展的评选，社会敏度

很高，是焦点，也是作者关注的热点。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在总结以往全国性大

展经验的基础上，也深刻反思存在的问

题，借鉴吸取其他行业协会经验，不断

改进评选机制，完善评选及监审流程，

严格遵守评审及监审守则，始终坚持“三

公开”原则，为本次评选工作的顺利完

成奠定了基础。评审前，在张华庆主席

的主持下，首先宣读并通过了《评审原

则》《监审原则》《评审委员守则》和《监

审委员守则》。约法三章，立法在先，

使评委评有遵循，行有规矩，在思想先

筑牢一道“公正”的底线。紧接着收缴评审现场所有

人员的手机，封闭大门，所有人员不得自由出入，又

从源头上切断了现场与外界的联系，也就有效地控制

了可能的违规行为和暗箱操作。监审委员严格监督，

评委在评审中没有交头接耳等拉票行为，也未出现违

反评审工作条例与纪律的现象。加之本次评审增加了

学术观察员和作品文辞审读环节。这个过程，是对已

经入展的作品反复审读斟酌，“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找

毛病”。比如作品是否繁简混杂、文字是否错漏、用

印是否规范、章法是否准确、草法是否有误、取法是

否继承传统等等。一句话，挑不出毛病或毛病较少者，

才能最终入展或获奖。如此严谨如“过筛子”的评审

流程，真正好的作品很难遗漏，“问题作品”也难逃

评委法眼。

公道地说，此次评审工作中，全体评、监委都表

现出了良好的艺术良知和职业操守，都能以对书法事

业和投稿作者高度负责任的精神，不辱职责与使命，

真正做到了公开、公

平、公正。

问题仍然不少，作者

当以为鉴

通 过 这 次 评 审，

我们欣喜地发现，国

展作品的水平一次比

一次高，但仍存在一

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 是 重 形 式， 轻

内容。相当一部分作

者仍过分注重作品的

制作形式，在书写用

纸、 材 料、 颜 色、 拼

接形式构成及后期制

作上费尽心思。作者

应当知道，书法的审核

与评判有着多项标准，其中主要且关键的标准应该是

艺术标准、文法标准、字法标准和书写标准。形式固

然必要，但评委毕竟要看的是书法艺术水平，而不以

外在的形式观感来衡量。且不可本末倒置，而追求所

谓的纯形式，过犹不及，反受其害。

二是量多少，避生熟。有的作者片面地认为，字

数越多的作品，因其书写不易，会使评委动恻隐之心

而加以关照，其实字数过多，往往错漏处也会增多，

评委看重的是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而不看你作品字

数的多少。当然，一张六尺整张的纸上，你写上几个

字就想入展，那也是不可能的。字数多少，全靠自己

量体裁衣，适中即可；有些作者常写一些大家“耳熟

能详”的作品，或“远上寒山”或“月落乌啼”，评

委们司空见惯，一般不会让他有多看一眼的想法。须

知，评委在评审作品时大多“打熟不打生”，如果你

的作品写的是评委们不常见的“生面孔”，同样艺术

水平的情况下，因为其内容的“别开生面”，会特别

受到评委的青睐。

三是重毛笔，轻硬笔。大书法作品展，尽管欢迎

各种书写工具悉数登场，尽显风流。然而，这是中国

硬笔书法协会主办的大书法作品展，结果收到的软、

硬笔书法作品比例严重失衡，硬笔书法作品仅收到  

3352   件作品，占整个作品比例的百分之三十多一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对部分作者进行了一些了

解：一是不少作者随着“弘扬传统文化，践行大书法”

的不断深入，在掌握了硬笔书法的创作技能之后，想

拓展一下自己的书法创作空间，便利用这次大展的机

会，小试身手，也展示一下毛笔书法的创作水平。二

是避难就易。还有部分作者投稿毛笔书法是因为，同

样的书写水平，相比之下，一幅硬笔书法所要花费的

精力和创作时间更长，创作难度更大。删繁就简，避

难就易，人之本性，可以理解。但作为大展的组织者，

也难免喜忧参半。

【作者是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副主席（兼职），中

国书法家协会第六届专委会委员。】

司马武当

张华庆为司马武当颁发全国大书法行草书作品展览评审委员会

副主任聘书

张华庆、司马武当、熊洁英、江鹏等在全国大书法行草书作品展览终评工作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