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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保庆书法作品选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孟德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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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庆先生的书法作品选——《抱清
集》即将付梓。一天，他将集本清样置
于我的案头，嘱我作序。我一时感到愕
然。本人系一普通学者，且已赋闲，对
于书法艺术，虽有心仪，却无实践，偶
有所议，亦纯属纸上谈兵、眼高手低之
言。但细思之下，这倒也符合他为人处
世的一贯风格。保庆先生素性简朴，不
事逢迎，待人唯坦诚磊落，做事凭真才
实学，从不托荫于大家名流或权重位高
之人。他请我作序，固然是其本色的一
种自然流露，却也透着一份信任与相
知。念及此，岂能再辞，只好勉为其难
地提起笔来。

纵观保庆先生几十年的书法实践，
可以概括为由挚爱到究索，再至不断提
高的三个阶段。小学时，在两位老师的
启蒙、善诱下，他开始与书法结下了始
终不渝的“情缘”。及长，随着实践的
积累、感悟的沉淀和学养的提高，保庆
先生对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爱历久弥
深。对这门艺术，他爱得深，爱得切，
爱得自觉，爱得高尚，乃至如醉如痴。
尊崇、敬畏之心，自然就成了他对书艺
孜孜矻矻、不断究索的动力。数十年
来，他对横跨几千年的中国书法传统艺
术的基本实践与理论，对当今众多书法
大家的创作理念和作品风格，广为涉
猎，且作了较深入的梳理、比较与探
析。在此基础上，勤于学，不取巧，经
常徜徉流连在帖本、碑刻之间，忘我浸
淫于诸种书体之中，潜心体会古今名家
的神、韵、气、骨，苦心经营谋篇、布

局、结体、点画诸法。临池从容于法
度，创作不囿于绳墨。对各家所长，既
踏实学习继承，兼收并蓄，又注意消化
融合，取予合宜。经过长年的坚守、探
索与耕耘，终于初步形成了自家的书法
面目。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文化
事业诚然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但同
时又不得不痛惜地看到，种种不健康的
东西正在蚕噬着泱泱大国文化的肌体。
炒作掩盖着浮浅，拜金毒化着品味，这
一切正在腐蚀着人们的精神、信仰，正
在矮化着社会的道德与良心。面对这
种状况，保庆先生每每忧心忡忡，寝
食难安。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
灵魂和血脉。古人云，欲亡其国必先
亡其文化。文化的功能永远都在于启迪
思想、净化精神、陶冶道德。一个民族
什么都可以缺，就是不能缺文化。一个
人所能升华的，最终只会是精神、文
化，而不是物质、财富。世界不管如何
变幻，不管呈现什么样的“一体化”，
文化则永远是多元的，也是永远不可能
一体化的。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实现和谐
发展，就必须严肃面对并科学处理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文化是其核心）和个
人发展的关系。一个国家如果文化上不
去，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也就
会失去赖以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
和魅力。而要继承、弘扬中华文化，
从来都不是靠形式主义的说教，而是
要靠各种有效的举措，要靠每位公民
的自觉努力。正因为如此，保庆先生

常谓朋友，中国的书法和古典诗词，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美、纯粹的部
分。中国书法的本质是汉字的艺术，
加上独特的器、质和工具，使其成为
中国独具、世界独特的一门艺术。随
着时代的变迁，其审美功能愈加彰
显，其艺术魅力与日俱增，其美学价值
亦日臻纯粹。书法艺术是造型艺术的哲
学，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关键基因，其承
载的文化传统价值不可估量。如果有一
天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国家现代
化了，书法却失传了，我们的后代变得
连毛笔字都不会写了，那将不仅是人
类文明的一大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
一个奇耻大辱。

基于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这种理解与
识见，近二十年来，保庆先生已把书法
实践当成自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一个支撑点，变成自身的一种精神追
求，化为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视作一
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走上教育
部领导岗位后，他更加清醒地意识到，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更应该把毛笔字
写得像样一些，以期对年轻学子有所启
迪。为此，他在继续坚持“四多”，即
多练、多看、多买（帖）、多读（帖）
的同时，更加发奋苦攻，分秒必争。最
近十多年来，他自知老已临至，天命难
违。紧迫感和使命感迫使他更加废寝忘
食，夜以继日。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情
所企求的，则是通过自己的书艺实践，
针砭某些时弊，为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尽到一份心力。正因为保庆先生

拥有了这种书（法）出心魂、艺寓情
志、心系天下的胸襟，才激励他在书艺
领域不断奋力攀登。

近六十年辛勤耕耘的汗水，终于浇
成了初步正果。保庆先生今天的总体书
法风格，重气势，重结体，重个性。其
榜书（大字），雄浑厚重，磅礴大气，
峻荡奇逸；其行书奔放爽劲，宽纵跌
宕，秾纤合度；其行草与草书，意融笔
畅，挥洒淋漓，神韵充盈。作为一个业
余书法爱好者，能有如此心态，具如此
见识，得如此成就，实在令人感之、佩
之。

在我竭尽所能写出上面这段文字的
过程中，保庆先生的人格形象和书作之
影常常在我脑海中交相闪映。品尝体味
间，有时竟觉得从我笔端流出的，与其说
是在评析其书艺，还不如说是在探究其
人品。保庆先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敢
言别人想言而不敢之言，能成别人想成
而不能成之事，常怀一颗别人口怀而心
不怀的忧国忧民之心。平生取舍，论是
非不论利害，谋国家而不谋家、身。保庆
先生的为人处世、胆识才能，包括其从
政、论艺、做学问，堪为一部厚重的大书，
能读懂者不多，能得其要旨者很少，能洞
察且可引为知音者则更寥寥。

不揣浅陋，赘述于上，虽已穷尽心
力，然深知难及万一。对此，尚祈识者
知者正之谅之。

（本文为《抱清集——张保庆书法
作品选》序言，作者系中央教育科学研
究所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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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保庆，河南南阳镇平
人。生于 1944 年，毕业于
北京外国语大学。曾任教
育 部 党 组 副 书 记 、副 部
长。离开部领导岗位后，又
先后担任过中国教育发展
基金会理事长、全国高校设
置评议委员会主任等职。
现任（全国）教育书画协会
会长。已出版的作品有：文
集《沉思录》，诗集《抱清
吟》，专著《比较教育学》（与
人合著），小说《老三》《根》，
译作《茶花女》，主编《浅谈
中国印章艺术》。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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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教书育人 振兴中华

中：云涛

右：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唐人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