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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卖字敛财”实为变相腐败
编者按：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兰亭序》可见王右军之飘逸，《祭侄稿》可睹颜鲁
公之悲愤。汉字是我们的审美，横平竖直告诉我们，中正平和才是至美；汉字是我们的精神，
颜筋柳骨告诉我们，字如其人乃是修行。学习书法本为怡情养性，但是一些人竟然“卖字敛财”，
书法作品就这样成了他们变相腐败的“遮羞布”；更有人不懂书法却要附庸风雅，信手涂鸦、
胡涂乱抹，书法只是他们炒作的由头。书法艺术本是中国传统文化，却成了名利场中的道具。
书法是高雅的艺术，不容玷污；权力是人民赋予，更不容腐败。

“卖字敛财”实为变相腐败
标题即观点，揭露卖字
敛财的本质。

①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客户端消息，中国书法家协会原
分党组书记、原副主席赵长青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
审查调查。媒体报道，赵长青系中国书协近年来首个落马的副主
席。4年前就有人公开举报，称其“卖字敛财”。

②书法是修身养性的高雅艺术，各级书协是书法家交流艺术
的桥梁纽带，近年来一些地方的书协却出现官本位、庸俗化、市
侩化倾向，受到社会诟病。中国书协一名副主席的落马引发强烈
反响，网上很多人借此批评书协乱象，契合的是公众对书协等艺
术团体保持纯粹性的要求以及对书法艺术被异化为敛财工具的
担忧。

开篇以书协副主席“卖
字敛财”落马事件，引
出公众对书法艺术被异
化的担忧。

③君不见，一些领导干部泼墨挥毫、雅好书法，为的不是涵
养底蕴、陶冶情操，而是到不同层级的书协弄个主席、副主席当
当。与之相对应的荒唐规则是，有了头衔就有了高价卖字的资本，
并且在协会中职务越高，作品的价格就越高——不管其人是否真
的具备相应的艺术才能。陈绍基、胡长清、王有杰等腐败分子，
用权力之手把自己包装成一流书法家，乃至堂而皇之地卖字敛
财、办书展敛财，所谓“正常润格”，实则是变相腐败。

现实性分析一：官员以
书法逐利，变相腐败。

④君不见，在一些地方，传统书法艺术正遭遇“胡乱创新”
的尴尬。一些人“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
更有甚者，弄出一些所谓的“吼书”“射书”“乱书”“盲书”，
装模作样、丑态百出，却还有人在一旁捧场叫好。而一些本应及
时出面发声，起到积极引导作用的书协组织，却不见动静。有的
书协会员甚至参与其中，对书法艺术毫无敬畏之心。凡此种种，
不是对艺术的玷污是什么？

现实性分析二：一些人
以书法追名，玷污艺术。

⑤书法不是沽名钓誉的工具，不是贪污腐败的渊薮，不是少
数人的小圈子游戏，而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宝贵艺术存在，是
必须严肃对待的书写文化。常言道：字如其人。书法常常被人用
来形容“君子之道”。认真书写，笔画之间，实则包含了中国人
“圆而且方，方而复圆”的人生态度、哲学态度。某种意义上说，
但凡追名逐利，指望混迹书协敛财的行为，都是对书法艺术纯粹
性的违背，都是对书法艺术“君子之道”的背离。

重要性分析：书法是传
统艺术，应严肃对待。

⑥曾有人在谈及一些地方书协“官气”太重时，直言不讳地
指出：“现在有的干部飘飘然了，忘记了执政党和老百姓的关系
了。”诚如斯言，为官发财，理应两道。当前，应严格禁止领导
干部以艺术家的名义变相敛财。此外，还须依照有关规定严肃整
顿各级书协的风气，让真正的艺术家发挥艺术引领作用。中国书
协原副主席的落马，再一次说明，包括书协等艺术类团体在内，
任何机构都不能藏污纳垢，艺术更不能任由少数人玩坏。

指明道路，劝勉警告。

来源：2019 年 11 月 08 日 光明网
作者：李思辉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9-11/15/nw.D110000gmrb_20191115_6-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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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警语】
书法不是沽名钓誉的工具，不是贪污腐败的渊薮，不是少数人的小圈子游戏，而是属于每

一个中国人的宝贵艺术存在，是必须严肃对待的书写文化。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在下列文段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完整连贯，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 15 字。

书法不是沽名钓誉的工具， （1） ，不是少数人的小圈子游戏，而是属于每一
个中国人的宝贵艺术存在， （2） 。常言道：字如其人。书法常常被人用来形容“君
子之道”。认真书写，笔画之间，实则包含了中国人“圆而且方，方而复圆”的人生态度、哲
学态度。某种意义上说，但凡追名逐利，指望混迹书协敛财的行为，都是 （3） ，
都是对书法艺术“君子之道”的背离。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西汉文学家扬雄曾言“书，心画也”；颜真卿楷书方正刚劲，骨力凛然，望之知为盛德君
子；柳公权骨力道健，遒劲丰润，显盛唐之恢弘。欣赏书法大家的真迹，人们常常慨叹字如其
人。但也有如蔡京、秦桧、严嵩这样人品差，但书法还不错的人。请谈谈你对“字如其人”的
看法和理解，不少于 300 字。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南省巩义市第一高级中学 赵凯歌）

【相关链接】
是“乱象”，还是“现象”？

近年来，以书法为名，或暗借书法的影响，各色人等粉墨登场，纷纷上演书法大戏，有大
呼小叫者，有射墨游戏者，有武功书法者，有以发濡墨者，有杂耍卖乖者……被统称为“乱象”。

毋庸置疑，“乱象”是个贬义词，但在没有剖析思考清楚的前提下定义褒贬，这显然有违
理性的学术态度。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简单的、贴标签式的判断阻断了公正的研究与理性的探
索。还原到认知的角度上，我宁愿把这些看作是一种“现象”，而非一种“乱象”。这是因为
“乱象”是能被人感知到的，但缺乏秩序和逻辑的情况。“现象”是事物表现出来的，能被人
感觉到的一切情况，它不偏不倚。

归根结底，把本是一种“现象”的存在称为“乱象”，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知清楚这种“乱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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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观点告诉我们，在特定的语境下，某些存在的现象自有其合理之
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是道士、和尚、学者、书法家、美女还
是江湖术士，他们操持各种各样的书法表演不是为名，即是为利。当然，不仅是所谓“乱象”
诸人在追名逐利，即使一些正襟危坐、义正辞严的江湖“正派”也免不了名利挂心。换句话说，
在现实生活里，追求名利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为什么把本属于现象的东西称为乱象。

把本属于现象的东西称为乱象源于中国书法理论“表意性”的表述传统，也源自于对于西
方当代艺术了解的匮乏。具体来讲，到底什么是书法，一个基本的概念是汉字的书写才能被称
为书法，那么，无论是用笔、用墨、用宣纸，也无论是用写、用“射”、用头发，如果写出来
不是可以识读的汉字，那它只能属于另外一种艺术。你可以称它为表演艺术、行为艺术、抽象
艺术、偶发艺术，但唯独不是书法艺术。在艺术家的探索道路上，不经意间的越界经常发生，
无可厚非。但无论从前是怎样传奇的书法获奖专业户，一旦作品不符合书法的界定，那就不属
于书法艺术。艺术家拥有自己对艺术探索的权利，反而是一些艺术评论家不能根据艺术门类的
界定转换思路、转换领域、转换评价标准，依然以书法的尺度来衡量，这势必造成批评的无效。

把“乱象”梳理为“现象”，重要的工作是将种种貌似匪夷所思的书法现象分门别类地加
以梳理，然后在各自门类之内进行比较，其中的高低上下，立马可见。具体来讲，某些与书法
有关的艺术探索，或许，面对“乱象”，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批评，而是完善书法艺术理论，明
晰书法艺术门类的内涵、外延、评价方法和标准。

那么，应该解析的是这些所谓的“乱象”从何而起，这些本属于“当代艺术”的尝试为什
么要打着书法的大旗，他们种种貌似创新的举动来自于什么样的理论基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后现代艺术理论”涌入中国，这种理论源于现代主义但又反叛
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人的异化”的批判与解构。具体来讲，它强调个体经验
存在的意义，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在这种艺术思潮的
引导下，一些前卫艺术家在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行文化的追问与质疑后，一边扛起最具有
中国文化标签的书法大旗，一边扛起西方“当代艺术”的大旗。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书法用
以彰显自己的文化身份；“创新”用以彰显自己前卫姿态。可惜的是，沉浸于真正书法艺术探
索的人凤毛麟角，其本质在于精心算计。

当打开一间乱七八糟的屋子，眼前必然是“乱象”，但是，屋子建造之初并非乱象，就像
各归其位的收拾之后，表面的“乱象”也就回归了“现象”的本质。

（来源：2018 年 08 月 03 日 中国美术报网 作者：苏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