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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清风化雨，思念绵长；

书法大美，承继有方。4月16日是

著名书法家戚庆隆逝世五周年纪

念日。4月12日至26日，由江苏

省书法家协会、江苏省书法院学术

指导，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淮安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淮安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淮安市美术馆

（书画院）、淮安市书法家协会承

办，北京国图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协办的“戚庆隆捐赠作品展”在

淮安市美术馆隆重举行。

戚庆隆（1936年—2019年），

字拙石，1936年出生于江苏省淮

安市，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国家

一级美术师，曾任江苏省书法家

协会常务理事、淮安市书法家协

会主席。作品曾获“全国第四届

书法篆刻展”一等奖，入选全国第

二、三、四、五、六届书法展和国际

书法展等。

连日来，我市举办相关纪念活

动，戚庆隆家属捐赠100件戚庆隆

先生作品，由淮安市美术馆永久收

藏。戚庆隆一生致力于楷书的学

习和创作，所追求的“大朴不雕”艺

术风格影响深远，其独特的笔法、

墨法同样给后学者很多启迪，被誉

为“淮安书法的一面旗帜”。他在

担任市书协主席期间，助推淮安书

法向前向上发展，打造了书坛瞩目

的“淮安现象”，为淮安文艺繁荣作

出了积极贡献。他以高风亮节、高

艺佳绩成为书法界同道的榜样和

楷模。

举办本次活动是一次纪念、一

种缅怀、一个回顾，既是向戚庆隆

精湛书艺与高尚人格致敬，又是对

此次捐赠作品的戚庆隆家属致谢。

李啸，是戚庆隆弟子，现为中

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楷书委员会秘

书长，江苏省书法院院长，江苏省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

师，兰亭奖、全国展评委。听闻在

恩师戚庆隆逝世五周年之际，其子

女将珍藏的一百件戚庆隆作品无

偿捐赠给淮安市美术馆，李啸表

示，这是慈善之举，也是明智之

举。淮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相关部门将这批捐赠作品整理出

版，他作为学生能为该书作序，感

到十分荣幸。

■融媒体记者 陈帅
通讯员 李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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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庆隆是当代楷书大家，毕生

致力于对魏楷的创作与研究，他身

上既具有艺术家的谦逊品质，又具

备书法家的创造精神。戚庆隆对当

代书法的贡献，体现在他对魏楷笔

法的挖掘、结构的拓展、书风的雅化

等诸多方面，值得后世研究。

戚庆隆早期受到家庭文化的

熏陶和父亲书法的启蒙，打下了扎

实的传统根基。在担任市博物馆馆

长期间，他长期从事古书画的临摹

与修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书画创

作经验，也开阔了视野，提升了审

美。戚庆隆的结构造型能力过人，

我亲眼看到过他在一张纸上写出一

个字的不同结构，写了十几种变化，

且均为楷书。写完后他对我说，字

的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学结构先

是临古像古，后来却反而要与古人

不同，形成自我，写成“自家的面

目”，这一点很重要。他又说，字形

可以随机变化，只要合理即可，年轻

的时候一定要多看多临，古帖看多

了，下笔时就不会乱写，要知晓每个

汉字的由来，这样结构在笔下“变”

起来心里才有底气。这些朴素的话

语让我受用终身。

戚庆隆在魏楷结构上的总体

基调是平中寓奇、虚实相生。所以，

其魏楷作品既有民间魏碑的天真烂

漫，又有庙堂唐楷的正大气象。戚

庆隆年轻时书风重造险，结构多奇

崛，《张猛龙》风格比较重，视觉冲击

力很强，字特别有味道。戚庆隆的

作品以方笔为主，结构上轻下重，或

左轻右重，或上松下紧，或左松右

紧，因势布形，不主故常。步入中年

后的戚庆隆书风一变，追求古厚朴

茂，墨润华滋，在用笔上更重轻重、

迅迟，因此产生了字形结构上的变

化，达到了“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

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明·

项穆《书法雅言》）的效果。笔画多

呈现粗细交替，牵引连带，淡化了结

构中的险峻，更趋于冲淡，正所谓

“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

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

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

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唐·孙过

庭《书谱》）。戚庆隆晚年的魏楷实

现了人书俱老。

（作者李啸，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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