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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同书法集》

内容概要

《舒同书法集》内容简介：舒同 (1905-1998 ) 字文藻，又名易禄，汉族，1905年生，江西东乡人。 十
四岁即有乡誉。1921年考入江西抚州省立师范学校，1926年任中共东乡县委书记，1930年转入红军，
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江，历任师政治部主任，军团宣傅
部长 。 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 。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军区政治
部主任兼社会部长、中共华东局常委，1949年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陕
西省委书记、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自幼喜爱书法，工作之馀坚持研临古代碑帖，师法颜真卿、柳公权、何绍基等名家笔意 。 三十年代
起，为《大众日报》、《厦门日报》、《陕西画报》等数百家报刊题写刊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同济
大学、中国农业展览馆、宋庆龄故居等几十个单位题写匾额 。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 。 现任中
国书协名誉主席、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王安石研究会名誉会长 。 擅书法 。 作品曾多次参
加全国、全军书法展出流传全国及亚、欧几十个国家，1987年先后在北京、济南、上海、福州举办个
人书法展，两次率领中国书法家代表团应邀赴日交流 。 出版《舒同字帖(分楷、行、草三本)、《舒同
书法》。
毛泽东曾以“党内一枝笔”、“马背书法家”称赞舒同及其书法。舒同的字，堂堂正正，敦厚稳健。
王元化先生说：舒同的字“像他的人一样，雍容大度而又质朴无华，不带任何炫人眼目的做作之习，
而自有一种精神内敛、气度厚重的自然风韵”。
舒同的书法渊源于颜真卿的楷书。写字取法颜体，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的柳公权、杨凝式。
宋朝苏东坡特别推崇颜字，将写得一笔颜体楷书的蔡襄尊许为“本朝第一”。人们学颜字，固为颜字
自在的雄浑魅力所吸引，也受到颜鲁公人格气节的影响。即使不看好颜体楷书的米芾，也能在颜字上
觉察出“昂然有不可犯之色”。颜字是人格化的书法，并且成为千年以来“书如其人”的典型。这些
由颜字引出的文化现象，现在从事书法的中青年未必理解，但是，对于出生于清末民初的舒同那一辈
人，选择哪一种古代名家的字进入书法世界，却是大有讲究的。在他们那里，书法不仅是写字的技巧
或艺术，还寄寓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书法是艺术，也是一种文化。当舒同掌握了颜体的笔法、字
法之后，这笔颜字已经与他的审美理想浑然一体，并且成为其心灵与文化传统进行“对话”的固定方
式。
舒同是开宗立派的大师，却视书法为余事。他一不开个展，二不出专集，三不收弟子。20世纪80年代
他力辞中国书协主席之后，是有关方面为他举办了首次个展；1995年出版的《舒同书法集》，是他墨
海生涯80周年的第一本书法集。这部书法集中收录了作者1926年至1984年间书写的90余件作品，有楷
书、行书、草书、篆书，还有一些画作，幅式多种多样。舒同留下的作品以行书为多，而其笔法由颜
体楷书得来。要把颜体楷书的笔势转化为行书，有相当的难度，这方面，他可能借鉴了清代大书法家
何绍基的书法，而且受到何绍基颤笔的影响。但是，舒同挹颜体的厚重，行书的点画主于圆转，执笔
不作回腕法，此又不同于何绍基。我无缘亲见舒同作书，由笔画形态推测，舒同用笔几乎是笔笔中锋
，使转映带也是力求“笔正画圆”；起笔处，笔锋从来是藏而不露。舒同50年代写赠管易文的行书《
毛泽东·长征》四条屏，深得颜字的“雄秀”，又具自己的行书风采，是舒字的上品。舒同在50年代
已经将草书纳入笔下。1964年他书写的《毛泽东词》中堂，融通了行草楷三体之法，于沉稳中见清逸
，别有一种书卷气息。纯然的舒体草书作品，多写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虽然还是圆转的笔调
，因为笔势迅疾，大有笔走龙蛇般的激越。这一时期，作者正处在政治生涯的低谷，他在1961年书写
过一副对联：“波动巨鳌没，云垂大鹏翻”，可以看作他的自我写照退居繁忙的一线岗位，有时间钻
研草书，而且有闲情“试墨”于丹青，喜绘竹石、梅花、菊花、幽兰之类的文人画，这是雅兴，也是
昭示心志吧。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舒同，突然无所事事，心中的寂寞和忧郁推而可知，写写草书，也是
排遣心中的积郁，浇淋心头的块垒。此时的书法，成了他的一种精神寄托，贴合了作者当时性情的真
实。舒同的书法，厚重稳健是其所长。他的风格，在楷书、行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也可以说，
他是以这两种书体见长。匡亚明先生说，舒同的书法、文章和气节一定在中国历史上闪射出独特的光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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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同书法集》

书籍目录

舒同简历序《舒同书法集》书后图版目录图版释文附录  中华民国之真面目  致东根清一郎书  献给专案
组的新年贺词  资料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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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同书法集》

精彩短评

1、　　舒同被毛泽东称为“党内一支笔”，这支笔说的是他的书法。　　舒同书法脱胎于颜真卿，
颜体书法的特点就是字越大越精神。颜书的精神从视觉分析是这样的： 其一，横笔画比较细、竖笔画
比较粗。两根粗粗的竖画上搭一根细细的横画，本身就会产生稳定的感觉；其二，颜体书法采取“外
拓”的笔法。我理解的外拓是这样的，纵向笔画的起笔和收笔像汉字字型内侧收敛、中间的行笔过程
则尽量朝字型的外部拓展。就像是欧洲建筑中的希腊柱，无论是多立克式、还是爱奥尼式，给人的感
觉都会是中间粗、两头细，这种视觉印象叫人觉得柱子很结实。颜体字给人稳定结实的感觉就类似于
建筑中的希腊柱。舒同体由于脱胎颜真卿书体，因此舒同书法中的楷书大字和颜体同样真力弥漫、越
大越有精神。参观黄鹤楼时，老远就看到楼上金黄的“黄鹤楼“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舒同题写的。
我很喜欢舒同的榜书题字。　　舒同的行草书也很有特点，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刚接触舒同书法
时，最先感到吸引人的就是他的行草书，确切说是他的行草风格的书法。但是随着过眼东西的增多，
我觉得似乎需要重新认识他的这种风格的书法。舒同狂草书的线条过于简单，一味地横拖竖走，尽管
行进的笔画很有力度，但却简单，规律性很强。这种规律以至于被人们“破译”，上世纪九十年代电
子计算机造字技术逐渐完备后，产生了一种“舒体”字，介于楷书和行书之间，最初接触，感到很好
看，但看得多了，反觉得不如宋体或楷体好。　　我当时喜欢舒同行楷书，是因为他把颜真卿与清代
何绍基的行草书笔画线条简单化了，尤其是对于何绍基字体笔画的改造。清末何绍基采用了一种不为
众人接受、违背人生理构造的执笔方式，把字的笔画写的哆哆嗦嗦，以制造苍涩、凝滞和厚重的感觉
。确实说，何绍基达到了。但另一方面来讲，难免造作、不流畅。特别是对于初接触书法审美的人来
说，这种“以丑为美”的美感是不易被接受的。舒同一反这种“美感”，他经过加工和提炼，把线条
变得流畅起来，这样就容易被普通观众所接受，使初识书法者也首肯。加上“四平八稳”的风格和传
统中国人性格里欣赏“朴实憨厚”“做人厚道老实”的需求暗中相合，舒体就形成了。当然这都是我
的主观分析，一家之言。　　舒同字体被计算机“破译”，由此生成新的“舒体”字库这件事，于出
版和印刷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它丰富了汉字字形库，使得印刷汉字不再局限于几十年不动的那
几种字体。但反而言，我认为却是舒同的遗憾。唐代书法家、文学家李邕说“学我者死、似我者亡”
，舒同的遗憾在于人没有“学”，却被机器“似”了。从艺术抒发个性、讲求创造角度说，好的一流
的大师应该是任何人都无法逾越其创造的字体之上的。如，和舒同同时代的林散之、沙孟海、沈尹默
和于右任。因此说，舒同不是一流的大师，其人品值得人们尊重，其书则难称大家之书。　　喜欢舒
同书法，是因为这种风格给向上追溯欣赏何绍基和颜真卿提供了一个过度。舒同书法的成功在于简单
化的线条，而正是这致命的简单化的线条，使舒同书法失去了太多的内涵，让人一览无余。　　顺便
说，舒同是江西人，解放后曾任山东省主要领导，由于他的书法名声大，很多报纸都要他题写报头。
而当时中国报界的风气是毛泽东风格的报头大昌天下，这也算是一道风景。但文革时期却成了舒同的
一大罪状，居然敢和伟大领袖一样把自己的字印在报纸最醒目的地方。改革开放后，舒同任中国书法
家协会主席，对于复苏中国书法功不可没。但我没见到过舒同的任何谈书法的理论文章，他的影响可
能是据高出振臂而呼吧。　　                 2010年7月6日
2、非常经典,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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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同书法集》

精彩书评

1、舒同被毛泽东称为“党内一支笔”，这支笔说的是他的书法。舒同书法脱胎于颜真卿，颜体书法
的特点就是字越大越精神。颜书的精神从视觉分析是这样的： 其一，横笔画比较细、竖笔画比较粗。
两根粗粗的竖画上搭一根细细的横画，本身就会产生稳定的感觉；其二，颜体书法采取“外拓”的笔
法。我理解的外拓是这样的，纵向笔画的起笔和收笔像汉字字型内侧收敛、中间的行笔过程则尽量朝
字型的外部拓展。就像是欧洲建筑中的希腊柱，无论是多立克式、还是爱奥尼式，给人的感觉都会是
中间粗、两头细，这种视觉印象叫人觉得柱子很结实。颜体字给人稳定结实的感觉就类似于建筑中的
希腊柱。舒同体由于脱胎颜真卿书体，因此舒同书法中的楷书大字和颜体同样真力弥漫、越大越有精
神。参观黄鹤楼时，老远就看到楼上金黄的“黄鹤楼“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舒同题写的。我很喜欢
舒同的榜书题字。舒同的行草书也很有特点，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刚接触舒同书法时，最先感到
吸引人的就是他的行草书，确切说是他的行草风格的书法。但是随着过眼东西的增多，我觉得似乎需
要重新认识他的这种风格的书法。舒同狂草书的线条过于简单，一味地横拖竖走，尽管行进的笔画很
有力度，但却简单，规律性很强。这种规律以至于被人们“破译”，上世纪九十年代电子计算机造字
技术逐渐完备后，产生了一种“舒体”字，介于楷书和行书之间，最初接触，感到很好看，但看得多
了，反觉得不如宋体或楷体好。我当时喜欢舒同行楷书，是因为他把颜真卿与清代何绍基的行草书笔
画线条简单化了，尤其是对于何绍基字体笔画的改造。清末何绍基采用了一种不为众人接受、违背人
生理构造的执笔方式，把字的笔画写的哆哆嗦嗦，以制造苍涩、凝滞和厚重的感觉。确实说，何绍基
达到了。但另一方面来讲，难免造作、不流畅。特别是对于初接触书法审美的人来说，这种“以丑为
美”的美感是不易被接受的。舒同一反这种“美感”，他经过加工和提炼，把线条变得流畅起来，这
样就容易被普通观众所接受，使初识书法者也首肯。加上“四平八稳”的风格和传统中国人性格里欣
赏“朴实憨厚”“做人厚道老实”的需求暗中相合，舒体就形成了。当然这都是我的主观分析，一家
之言。舒同字体被计算机“破译”，由此生成新的“舒体”字库这件事，于出版和印刷界来说，无疑
是一件好事。它丰富了汉字字形库，使得印刷汉字不再局限于几十年不动的那几种字体。但反而言，
我认为却是舒同的遗憾。唐代书法家、文学家李邕说“学我者死、似我者亡”，舒同的遗憾在于人没
有“学”，却被机器“似”了。从艺术抒发个性、讲求创造角度说，好的一流的大师应该是任何人都
无法逾越其创造的字体之上的。如，和舒同同时代的林散之、沙孟海、沈尹默和于右任。因此说，舒
同不是一流的大师，其人品值得人们尊重，其书则难称大家之书。喜欢舒同书法，是因为这种风格给
向上追溯欣赏何绍基和颜真卿提供了一个过度。舒同书法的成功在于简单化的线条，而正是这致命的
简单化的线条，使舒同书法失去了太多的内涵，让人一览无余。顺便说，舒同是江西人，解放后曾任
山东省主要领导，由于他的书法名声大，很多报纸都要他题写报头。而当时中国报界的风气是毛泽东
风格的报头大昌天下，这也算是一道风景。但文革时期却成了舒同的一大罪状，居然敢和伟大领袖一
样把自己的字印在报纸最醒目的地方。改革开放后，舒同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对于复苏中国书法
功不可没。但我没见到过舒同的任何谈书法的理论文章，他的影响可能是据高出振臂而呼吧。2010年7
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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