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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书法家协会主席袁永齐的书事艺事
崇尚传统 自出机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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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永齐，号云心，斋号语天斋，1961年生于北京，祖籍陕西汉

中。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本科。进修于首届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王志安书法刻字工作室。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

会理事、行书专业委员会主任，丰台区文联副主席，丰台区书法家

协会主席、刻字研究会主任。

书法崇尚传统，擅长楷书、行草书。其对现代刻字艺术有深

入研究。作品先后入展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展，第九、十届全国

刻字艺术展，第十五、十六届国际刻字艺术大展，第二届国际刻

字艺术大展赛荣获二等奖，全国刻字艺术名家邀请展；2017年初

被中国书法家协会评为“送万‘福’进万家”书法公益活动先进

个人。

为推动北京地区的现代刻字艺术发展，先后组织了大型系列

活动。2011年9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组织举办了“党在我心中”现

代刻字“义形创作”高峰论坛暨全国名家书法刻字艺术作品邀

请展，并成立“丰台区书法家协会刻字研究会”；2013年在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组织举办了“情系北京—首届北京刻字艺

术展”；2015年4月在京率先组织设立丰台区书法家协会刻字研

究会创作基地，并组织举办了“首届丰台区现代刻字艺术作品

展”；2016年组织“刀笔纵横—现代刻字艺术公益大讲堂”活

动和“刀笔放歌—第二届丰台区现代刻字艺术展”。

书法一道发展至今，已退出实用功能，成为

了纯艺术的形式。新时期书法热兴起，各级书协

组织建立，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发展之快、声势

之大，是空前的。当代的书法艺术得以发展，

无外乎个体与群体合力所致，即书法爱好者、

书法家对传统文化追求和对艺术的自觉，群

体（协会）有力的组织、引导和推动。不难发

现，哪个地区书法搞得好，哪个地区书协活动

定是开展得丰富多彩，作者热情高涨，创作水

准日益提高，艺术事业不断发展。其中必有一

位有能力、有作为、有担当的组织者，在引领着

这一群体，袁永齐便是这样一位。

袁永齐在区文化委工作，书协工作只能见缝插

针和利用业余时间来做。从2000年袁永齐接任秘书

长和至今的书协主席以来，丰台区书协每年组织一系列

活动，如：请书法名家讲座、书法课堂、书法点评、区书法展

等。作为北京书协刻字负责人，袁永齐又以发展北京地区刻字事业

为己任，成立现代刻字艺术创作基地，举办北京现代刻字艺术系列大讲

堂、创作经验交流会、研讨会和举办“党在我心中—现代刻字艺术”义

形创作高峰论坛暨全国名家书法刻字艺术作品邀请展，首届北京刻字艺

术展，“刀笔放歌”第一、二、三届丰台区刻字艺术巡回展等一系列活动，

形成了以丰台为中心、辐射全市的刻字群体，从而使北京的刻字队伍异

军突起，成为了全国刻字的生力军。丰台区的书法在北京各区中是相对落

后的，北京的现代刻字艺术更是薄弱。而丰台书法已今非昔比，其发展之

快、势头之强劲，可圈可点，在全国和市级各类书法展中，入展、获奖的

作者频频亮相，不断创下新的纪录。特别是北京的刻字，在全国第七届

刻字展中投稿量仅在个位数，而到了第八、九、十届全国刻字展，其入展

数量已增至15至20件，位居全国十强之列。

各级会员的数量同样大幅上升，2000年前，区书协会员有45名，其

中中国书协会员3名，市书协会员6名。十几年后的今天已发展至中国书

协会员53名，市书协会员118名，区书协会员602名。这些成绩的取得，有

市书协的正确领导、区文联的有力支持，更有袁永齐

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对丰台区书

法艺术事业的担当。

袁永齐于书事，是一位有使命

感的书法组织者，于艺，是一位优

秀的书法刻字艺术家。他的书刻

作品先后入展全国第十届书法

展和七次单项展。值得一提的

是，在第二届国际刻字艺术大赛

中，他获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

成为了在国际刻字联盟中为数

不多的获得大奖的作者。袁永齐

对艺术是执着的，三十多年对经

典法帖的深入钻研是令人钦敬的。

他的学书之路走的是脚踏实地、循

序渐进的“之”字形上升的“专、博”之

路，这也是他对“博观约取”深刻体悟所确

定的学书脉络。

所谓“专、博”，即每一个阶段从专攻到博取。第

一个“专、博”，从唐楷欧阳询《九成宫》入手，在“初学分布，但求平正”

中体验险峻之趣，进而博临颜真卿《勤礼碑》、柳公权《神策军碑》、赵

孟頫《胆巴碑》，体验不同风格的技法艺术语言和形式因素的塑造。此时

“虽未果于前规”，“摭以兼通”（唐孙过庭《书谱》），却具备了进入行

草书的研习阶段。行草书是其用功最勤的一种书体，也是其第二个“专、

博”阶段，他以王羲之《圣教序》为起点，多年寒来暑往地临习，掌握了

《圣教序》的基本特征和形式规律，在此基础上又博涉二王系列法帖，高

起点、高格调的多年浸淫，使其具备了精到的笔法、朴茂与秀丽的形式组

合、闲雅清朗的格调，其轨迹似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古人云：“技进乎

道”，他的书法自然进入到了追求形而上“艺”的层面。此时，他以二王尺

牍为指归，并汲取宋元明清诸家之“意、韵、趣、情、志”等审美元素，旁

涉汉魏碑版“博涉多优”，不断丰富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形成了自己的

书法特征，其行草书能在舒和萧散中见遒劲，情随意遣中见清雅，灵秀婀

娜中见蕴藉的个性风格。当下学二王者众多，面目大致相像，显然永

齐之书未受时风左右，而是我书我心。

现代刻字艺术是“大书法”中的一个新的艺术门类，其

形式涵盖诸多门类的因素，从创作题材而言相近于美术；从创作素材来

看，它完全是书法艺术；从主题思想的表述来看，有文学之意；形式构成

崭新，彰显着时代的特征。所以，优秀的现代刻字艺术作品，是根据不同

的内容，施以不同的形式，应该是一幅一景，一幅一境，若没有良好的综

合素养，是很难进入真正“创作”层面的。袁永齐深明此理，刻字对于他

来说，首先他是一位书法家，这就符合了刻字最基本的条件，同时他对

文史哲及美术的爱好又奠定了良好的综合素养和人文情怀。厚积薄发

的精进，现代刻字这一新艺术无疑为他提供了书法以外的又

一个驰骋的天地。

袁永齐涉及刻字艺术创作时间并不长，如果从2008年算起，至今也

不过十几年。由于他对刻字艺术的酷爱，又适时参加了清华大学刻字高

研班，他学会了技法，懂得了现代刻字艺术的本体和形式，掌握了创作

原理和创作规律，以超常的勤奋投入其中，迅速进入圣奥，并取得了不

俗的成绩。其作品，主题突出，思想鲜明，雄健秀雅，朴厚自然，表现出

独有的思想性、主体性、哲理性和学术性。在创作手法上，或唯美，或写

实，或象征、或浪漫，把传统、现代、自然三者进行了有机的统一。如《心

游物外》《烟波》和《半江月色》等，是其现阶段的力作。他的作品，不是

技法的合集，不是泛泛地将二维书法简单地变为三维，而是根据不同的

文字内容，去立意构思，去阐述思想主题，再以形式去传达自我，使形式

与内容达到了和谐统一。我们把其书刻作品放在同一时空去品味，即会

发现他对传统、对现代的认识能力、创作能力和其艺术的社会价值。

袁永齐是一位书刻艺术家，协会的组织者，他为人低调稳健，诚信；

为事，有思路，有想法，有奉献，更有担当；为艺，崇尚传统，游艺于经

典，紧随时代而自出机杼。“路漫漫其修远兮”，袁永齐的书刻艺术虽然

离中国传统审美所表述的“意”“象”之境尚有距离，然他是智者，经

过不断努力，有着“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精神，他定会不断实现自

我的超越。

■  文/王志安

团扇 曹操《短歌行》。

斗方 古诗二首。

四时如春。 七绝 自作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