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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浪诗情又一年，欣将来日托前贤。
清声且把辞章颂，高致常随法帖牵。
入座亭云迎远客，临窗几案伴无眠。
童心何共秋心老，笑倚修篁望岳巅。
杨传连先生这首《元日抒怀》很好地状出自己退休以后

诗书常伴、翰墨勤操、凭轩望远、返老还童的适意生活，可谓
逸韵高致，老而有为。《书法报》副主编赵志成先生见此作颇
为欣赏，遂约杨传连先生以此写一行书手札发于《书法报》
2023年第39期封三上，又以“宜将翰墨醉花阴——— 杨传连诗
词与书法”为题于该报微信公众号予以专题推介。

我最早见到传连先生书法是上世纪末他在六安行署教
委主任任上其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一幅自书行书小品，至今
依稀记得这件作品虽字数不多而线劲势穏，结体清隽，格调
不俗,似有李北海之韵。这说明于书法，传连先生并非半路
出家，尽管他常谦言自己是后学者。他也确实是临近退休才
稍勤于诗翰这一从政之余事、终身之雅好，而倾力投入则从
寿县开始，在那里他虽然担任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督导专员、党委书记，不过时间相对宽裕，加之小城文风昌
盛，诗书好友众多，大家时常切磋交流，他也陶陶然乐在其
中。及至今日，传连先生不仅多次入展全国和省级层次书法
展览，他的第四个书法作品集《杨传连诗抄》亦将付梓面世，
可谓成绩斐然！

传连先生于书法主攻隶书和行书，亦对秦汉碑器和清人篆
书下过较深功夫。其篆书虽个人风格不显，但入古已深，线条沉
劲，结体端严，气息雅正。其行书主要从清人陈鸿寿和唐人李北
海、颜真卿而来。他沉醉于陈的峭拔隽雅、李的雄健潇洒、颜的
浑厚遒劲，并结合篆隶学习，有意识地做到“以劲利取势，已虚
和取韵”(董其昌语)，点画不乏峻爽，更兼圆融绵劲，结体总体内
敛，章法自然虚和，气格古雅清奇，一派天真烂漫。当然不同时
期作品风格倾向会有所差别，这与他所学甚广不无关系。就我
所知，他近十几年先后对二王、柳公权、苏轼、黄庭坚、米芾、文
征明、王铎、何绍基甚至黄宾虹都下过不浅的功夫，而创作时有
意无意地吸收当时临帖所获，在不断熔冶中丰富笔法表现和结
体构成，故其行书小品饶是耐看，篆隶书作的行书题款亦饶有
趣味。此可从《元日抒怀》《书斋秋韵》等行书手札和小品以及
众多篆隶书题尾中仔细体味。

传连先生用功最勤、示人最多的当属隶书。其隶书作品
严谨古拙，雄健凝厚，气象博大，格调高蹈，给人以雄厚、端
严、大气的审美体验。笔者于此有两点粗浅认识：
深于汲古，融篆入隶。传连先生于汉隶可谓二十年如一

日临池不辍，发轫于《礼器碑》，成就于《张迁碑》，中间兼习
甚广，而且往往是一边临摹一边创作，日日新功，从不懈怠。

《礼器碑》为东汉隶书代表，清代书家方朔认为：“由此入手，
流丽者可摹，方正者亦可摹，高古者可摹，纵横跌宕者亦无
不可摹也。盖隶法之变于此碑……已尽。”传连先生习隶由
此入手可谓起点甚高，门径很正。而在运用《礼器碑》可以创
作后，他开始了对自己更为钟情的《张迁碑》的学习。《张迁
碑》方整劲挺，棱角分明，结构谨严，笔法凝练，书风朴茂端
庄、方劲雄深，稚拙中见精巧，严整中见灵动，是在隶变趋于
终结的东汉晚期之巨作。北碑宗师李瑞清认为，此碑上承

《盂鼎》书风，四周布满，严正朴茂，又接近楷法，下启北魏诸
碑。因而，它不仅具有风格类型价值，更有书体变格意义。传
连先生习隶转向于此，不仅出于性格偏好，亦着眼今后较大
的风格腾挪空间，可谓识者。在驾驭了《张迁碑》笔法体系
后，他又旁及史晨、衡方、鲜于璜、西狭颂、好太王等汉隶名
碑以及一些新近出土的如东汉《景云碑》，甚至《石门颂》等
摩崖刻石，亦包括《嵩高灵庙》等北魏隶楷。不仅如此，传连
先生自觉把目光投向迈唐承汉的清代隶书，比如他对清代
隶书大家钱梅溪、何绍基如何临写《张迁碑》即作过专门研
学，尤其何氏重骨不姿、宁拙不华的鲜明特点以及融篆入隶
的中锋用笔和顿挫涩进的笔触表现，他更是精研力学，所得
甚多，我们今天从其作品中仍能看到何氏临写《张迁碑》的
影响。为了更好地入古化古，传连先生“以篆补隶”，除强化
对秦篆的学习外，尤对吴让之、邓石如、赵之谦、陈鸿寿等清
代大家作品细加揣摩，其中邓石如篆书隶写又给了他新的
启发。完白山人篆书隶写是为增强恣肆方正，以求力度，传
连先生隶书篆写是为增强古厚奇拙，以求高古，这种反向启
发挺有意思。事实上传连先生学篆实为“强隶”，所以我们现
在看到他的隶书作品时有“篆隶”之感，笔画方圆兼具、沉实
雄厚，有意弱化轻重粗细对比，横平竖直，一些字甚至直接
取法篆书，如隶书斗方《闻雪返乡》(见《杨传连诗抄》，下同)
主体四字即是篆籀笔法、古隶风格；隶书斗方《七绝·茶余偶
得》《故园秋色》，隶书中堂《浣溪沙·故乡行》都是比较典型
的篆隶笔意。

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八《论行楷隶通变》有论：“篆参
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
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
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这是说不同字体的兼容既可丰
富作品表现形式，亦可催生个人风格面貌，篆参籀势、隶参
篆势、楷参分势就会形成“质古”结果，风格趋向古拙。传连
先生隶书创作就是尽量往篆书上靠，并对这种学习方法有
所记录。他曾在2017年2月8日的个人微信上写到：“学隶从
头来！由篆入隶进行时。大雪节气，临石鼓文秦泰山刻石别
有趣味！”2019年8月10日记曰：“通临篆隶之间的汉《祀三
公山碑》，如品佳茗！”2020年7月6日曾记曰：“对比临习汉
隶中以方笔著称的浑厚苍劲的张迁碑和鲜于璜碑。”我们从
中不难看出他的勤学与善学。传连先生临帖并不局限于技
法，还注意识理、得趣、怡情，着力提升审美高度，如他在一
次临写篆书拓片《新莽嘉量》后记曰：“每天临帖有如艺海拾
贝，又似细赏高秋落红，其乐无穷！”他也曾化用前人诗联书
写自己的习书感受：“临帖如细雨湿衣，书写犹闲花落地，其
中多胜事。”总结提炼颇有高度。
形方势纵，韵高意古。年近七十后，传连先生书作内敛

形势，强化内涵，追求平直、遒逸、拙朴、古厚的审美意趣。我
们对比传连先生创作和《张迁碑》原作容易看出，他有意识
地保留了《张迁碑》的字形而稍取纵势，化方扁为方纵，当然
一幅之中亦是扁与方、方与长错落纠纷，绝非算子，结字平
中寓险、似奇反正。与《张迁碑》相似，其书上下结构者以上

放下敛、上大下小为多，如隶书中堂《七律·咏横排仙境》中
处、雲、芳、梵、雾、音、第、花等字；左右结构者以敛左放右居
多(仍以此幅为例)，如明、洲、横、潮、临、继、行等字。而且不
管什么结构，都在总体方纵的原则下通过锋毫提按、笔画长
短、左右揖让、结构错位、大小相间等笔势和体势运动而构
筑或凝重平稳、或奇正变化的结体姿态，更主要的是打破
上下左右空间布白上的均匀对称格局，以参差欹侧造成一
种动势，形成古朴雄健的面貌。更为可贵者，不管结字如何
变化都做到笔画平直，中段沉实，运笔遒缓，势蓄不纵，万
钧力量都在点画之内，铅华褪尽，返璞归真。其点的形态或
长或短、或昂或俯，或方严峻利，或圆融厚重；横画直入笔
锋，逆势很强，形成方笔为主、方圆兼具特征，藏、切、压、
铺、转的笔法运用娴熟自然；竖画略细于横画，多为逆势圆
笔，裹锋而行，驻锋而收；捺角和雁尾亦即波磔以驻代出，
以缩为收，极少有挑出者；而左竖或长撇虽予以伸展，但往
往无锋不驻，蓄而不发，挑锋而出者甚少，如隶书《七律·学
书感怀》，仅有情、更二字的竖撇是出锋的，其他均为驻锋
或回锋而收，看上去笔画脱去尖俏，饱满艰涩，显得含蓄靡
尽，形拙而意古，韵高而势遒。结字中多个横画并列时，长
短有别，角度有异，总有一笔略向右下倾斜，变化中稍显拙
趣；竖画相对或并列时则呈内擫之势；折画圆转、方折和横
竖间断开不搭三种形式自然变化，尤以后者显得特别峻挺
而神采外曜。所谓点画生结体、笔法生气势，其沉厚的点画
催生方正的结体，扎实的笔法则产生雄强的气势。用墨偏
重，但有节奏变化，在保持书写的自然性和气息的连贯性
中突出了墨色对比，浓重的笔画和飞白的线条自然衔接，
并与战掣的笔法一起构成起伏的韵律。章法亦多变，或有
行无列，或有列无行，或有行有列，或无行无列，疏阔宽博
有之，简淡遒逸有之，凝重沉劲有之，奇趣盎然有之，但总
体统一于逆势战行、顶纸涩进的笔势运动和庄严方正、朴
厚蕴藉的风格表现中。

值得一提的是，传连先生不少作品特别是条幅式作品
也注意吸收时代元素，比如行距较密、列距较开的章法，辅
之书写时大小、纵扁、宽窄等点画移位、结体错落的处理，显
得点画虽实、虚白较多，有不事雕琢、真气弥漫的自然天趣，
每一列上的诸字排列大小错杂，疏密有致，起伏变化，摇曳
生姿，在古宕端严的书写中营造出散逸、运动的韵致和意
趣，避免了古板与雷同，如隶书条幅《七律·水色六安》《七
律·再吟独山》等等，每一幅都是此类佳作。

论者多赞许传连先生书法脱俗而有书卷气。达此境者
非仅依于技法的积累，亦有赖于书家的个性、阅历和书外之
功，由技而进乎道。苏轼有言：“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
始通神”。诗词修养的加持和人生历练的沉淀恰恰是传连先
生的登高路径。

传连先生长于诗词创作，且诗名遐迩。多年来，他坚持
读诗写诗，努力以诗人的眼光观察生活观察世界，始终保持
着心性的诗意化和思维的意象性，养成习惯以诗词联形式
记录生活中的事物和感悟，再赋形于翰墨，应请于友人，这
已成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状态。如今年清明节前夕六安诗
人喻廷海先生邀约三五诗友雅聚，他便以一律记之：“微寒
乍暖奈何天，淠岸楼台聚众贤。皓首大兄轻酒令，红颜妇幼
重人缘。繁花闲落清明雨，雅集随吟白马篇。诗意江湖谁最
乐？漫将拙韵寄婵娟。”此诗清丽、质朴，意古、韵高，前三联
情景交融，尾联以情作收，起承转合一任自然，尤以颈联更
妙，“清明雨”既实写天气节令，描摹“繁花闲落”之状，亦暗
合杜牧《清明》诗，与下句“白马篇”相对，并借用曹植《白马
篇》道出雅集乐事，可谓古韵十足，尾联则呼应首联表达了
诗人们在“奈何天”里行酒漫吟、寄愿美好的雅兴与旷达，写
诗实力由此可见。他的诗词创作从生活中来，既臻古韵，又
合时境，词偏婉约，诗接唐风，多数皆如“残杯在手吟诗瘦，
滴雨敲窗泼墨奇”(《七律·大雪得句》)之韵，亦有“清樽豪气
当窗饮，象外搜来动大千”(《七绝·诗友岁杪雅集》)之气，或意
境杳深，或气势雄健，皆格调清奇。试想，长年沉浸在这样的诗
意境界，其人焉不去俗？传连先生经常说自己学书图个怡心养
性，名书斋曰“怡心”，认为不带欲望是最好的状态：“废纸三千
墨色新，研碑摩帖计旬旬。无求岂望开生面？一卷诗书脱欲
尘。”(《七绝·检点旧作得句》)他之所以最终选择方正肃穆、雄
厚蕴藉一路书法以为己格，我想这和他的诗词创作的审美追
求亦相一致，作诗严守格律，作书参透古法，诗格清奇，书风古
厚，皆雅正脱俗。他把诗词翰墨的学习完全统一起来而作为一
种人生修行，既学而为乐，也学而不倦，在快乐中修行，也在修
行中快乐。诚如他的一首绝句：“人生难得一清闲，游走诗书翰
墨间。修作桃花源里客，布衣老酒亦开颜。”这种修行有利于怡
心和脱欲，可以更好地养学与养气，进而提升人生境界和作品
品味。

我一直以为，书家身份过于单一，经历过于简单，难免
修养单薄，才华之外应具眼界、胸襟、胆识、能力等人生历练
之综合素质。名垂书史者有几位是单一书家身份？黄庭坚即
认为李公麟能成为“宋画第一”不仅在于画技，亦在于他的
官僚阅历和诗人秉性，故对其有“戏弄丹青聊卒岁，身如阅
世老禅师”之评。传连先生亦然，长期的教育和行政领导工
作历练使他阅历丰富，世事洞明，加之性格豪爽、快意善饮，
侠肝义胆、孝亲重友，这些身份、阅历、性格、品行的因素共
同构成他的人生厚度，也是他游于艺的独特优势，自然决定
了他诗词书法的厚度和艺术水准的高度。

漫品传连先生的书法作品，犹如对饮一壶有了年代的
老酒，越品越觉有味。他以沉厚的笔道、舒缓的节奏乐而不
疲地书写自己平静的生活、旷朗的心性、淡定的情怀，其毫
颖所至，内含筋骨之力，外露雄浑之气，典雅蕴藉中风骨尽
显，无不让人感受到书家深厚的造诣和全面的修养，引领欣
赏者进入沉静雄厚的大美境界。

“黄卷青灯翰墨香，闲居易老问冯唐。卅年悟得穷通理，
且展云笺对夕阳。”(《七绝·学书偶得》)阅过沧桑、已然悟道
的杨传连先生正笑对夕阳，寄情诗翰，笃志而行，前路必是
云霞满天！

最后以一首小诗作结:
楮练檀宣信手裁，操觚染翰远凡胎。
横推纵引流波势，径自秦风汉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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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云洲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教
育学会第三届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六
安市诗词学会顾问，六安市书法家协会顾问。

杨传连简介

杨传连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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