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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发展潜力艺术家最具发展潜力艺术家

朱志刚 男，1976 年生于江
苏涟水，任职于宿迁市广播电视
总台。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民进中央开明画院理事、宿
迁市政协委员、宿迁市广电书画
院副院长、中国书协书法考级宿
迁委员会秘书长。其作品多次参
加国际国内书法交流展，被全国
多家专业报刊专版介绍，并被多
家艺术机构及个人收藏。

朱志刚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实
力派青年书家。特别是他的魏碑作
品分别获得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
奖，以及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作品
展优秀提名奖、全国第三届扇面书
法艺术作品展二等奖、中国书协教
学成果展一等奖等奖项，更是让全
国书迷们记住了朱志刚这个名字。
他的书法，已经达到了可圈可点的
高度。在当今社会，书法信息的快
递及展览文化的日益推进，使朱志
刚的影响正逐渐波及整个书坛。

当代书坛，习碑者不乏其人，但
能从其中化出者却不多。 朱志刚
对楷书魏碑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
握。他最初为书友接受的风格是以
秀逸一路的《欧阳询》为母体的。取
法与一个人的性情、审美、志趣不无
关系。这一点我想正是他的真实写
照。我曾看到过他的一篇关于学习
魏碑的文章，他对“魏楷”的追问和
阐述，表明了他对书法作为文化的
深度思考。他说，北朝尤其是北魏
时代碑版的书法，是各民族文化的
融合体，又是石刻艺术和书法艺术
两者完美结合的共同体。这种魏碑
体，以方笔文体为主，后经历了一个
演变的过程，尤其受到南朝楷书的
影响，掺杂圆笔，字体渐趋圆秀。这
些丰富多彩的刻石，由于它们的书
体在笔划、结体和风格上各有特点，
方圆兼备，为擘窠之楷则，成为后世
碑刻楷书俊美一派的先河。是我们
永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灵

感的滔滔江海。审视朱志刚的作
品，似乎能体会到“北魏之风”穿越
其间，他的魏碑虽取以圆笔系列为
主，但并没有把秀逸作为追求目标，
他说：“我想把魏碑与唐楷结合起
来，再加上行书的灵动，写出自由与
开张。在学习碑的过程中，我翻阅
了很多的艺术文献，发现那个时代
各种艺术门类皆臻妙境。面目各
异、都归佳品，而又统一和谐、雍容
华贵。”综观他的作品，确实有一种
清秀、灵动和自由奔放的感觉，这或
许就是他骨子里对“北魏书风”的向
往所致吧！

由于对北碑有着深刻的研悟，
手下又有较强的功夫，所以下笔自
信果断、干脆利落，且柔中带刚，既
有唐代楷书的秀逸，又凸显了北碑
的厚重、质朴的意趣。在用笔上，似
乎更加注重笔锋的变化，能在不经
意间把粗细、虚实，起、承、转、收统
一于点画之间，既极具变化，又和谐
统一。仔细品味朱志刚的作品，你
会发现他的结字平稳中寓奇崛，极
富情趣。一字之中通过线条的穿
插、避让和结构的错落摇摆来营造
一种动势，以达到稳定中又具动感
的效果。

此外，他的书法在笔式结构上
中宫外延，张驰有度，提按随形，流
畅自然。在布局上，我们可以直接
体会到在疏密、奇正、大小、轻重、挪
移、揖让诸因素的灵活变化，他能合
理地处理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协

调对应关系，实属难能可贵。同时
在字意的开合中求得全章的统一效
果，给人以和谐的感觉。

从他荣获全国第三届扇面书法
艺术展二等奖的作品来看，他已经
逐渐摆脱唐楷成熟时期的规约，向
北魏碑刻和行书汲取营养。从取法
上看，似乎从《元略》、《张黑女》得益
较多，且又有《张猛龙》的瘦硬俊朗
之气。整体风格，宽博雄放、意态飞
扬，用笔方而不刻，折而有神，婀娜
多姿，充满了一种原始的自由创造
力。审视朱志刚的近作，能够体会
到他对唐楷和北碑的融汇贯通，同
时仍蕴行书的胎息，融冶一炉而成
己面目。观之有一股强烈的冲击力
扑面而来：线条劲健挺拔，力透纸
背，金石气息极浓。

朱志刚近期创作的另一个特点
在于对字型空间感的营造上。我们
分析他的作品，能体会到他在单字
结构上的独具匠心。通过对结字的
非常规化营造，使字型的空间感得
以加强，我想这正是他深植传统的
体现。他认为书法首先要遵守传
统。学古，也就是临摹，这是毫无疑
问的。但不能机械临古，不可荒
率。必须选择自己喜欢的，同时也
经得起历史推敲的经典碑帖。并略
加自己的想法。变则通，通则久。
万万不可千篇一律，有古无我。只
有不断地在古人身上讨消息，才能
把基础打牢，将来才会挥洒出高质
量的线条。书法需要创新，但书法

的创新不是盲目的，是在继承传统
的基础上创新。要有意不刻意，遵
守不保守，大胆不妄为。另外，书法
从古至今，每个时代都具有各自的
时代风貌，现在也是如此。现在的
书法多用于展览，我们创作作品时
需要考虑展厅效应。让继承与创新
的关系在冲突中融汇，才能创作出
与时俱进的精品力作。

“志同道合论书法，刚柔相济写
魏碑”这是朱志刚自撰的一幅藏头
对联，也反映了他以书会友及对书
法的不懈追求。面对朱志刚的书
法，我们在叹服其功力深厚的同时，
却又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形
容其风格。他似乎在魏碑创作上还
没有形成足以表达自我性情的笔墨
语言。因此，他始终认为自己还只
是走在书法的“青春路上”。

一个书家不可能一直处在一成
不变的定态。我们分析朱志刚的书
法实践，可以看到他的思变之心。
古人说：“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
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
骥同厩。”艺术的探魅本质即在于求
变，每个书家都梦想在变中递进、新
生。朱志刚正值创作盛年，他的风
格在雄肆奇崛之间，求生、求拙、求
古，求变，并逐步构建起自我的审美
图式。翰墨香里，观环肥燕瘦；豪笔
落处，看凤舞龙飞。书法艺术是中
华文化的灿烂之花，祝愿朱志刚舞
墨人生精彩不断，艺术之路越走越
宽！ （书画艺术评论家：柴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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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获奖：

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佳作奖三等奖
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作品展优秀提名奖
全国第三届扇面书法艺术作品展二等奖

“农行杯”中国电视书法大赛三等奖
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学成果展一等奖
江苏省第六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金奖

作品入展：

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作品展
“邓石如奖”全国书法作品展
全国第二届册页书法作品展
全国首届楷书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