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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35分）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在书法学习中，“天然”更多地体现为书家的禀性与天资，“功夫”更多地体现为书家对古法
和书体的学习，“天然”与“功夫”在书家习书时同样重要。

书法因天资而革新。一个书家的天资往往能引领一个时期的艺术风尚。金农作为清代前碑

派书家的典型代表，他在书法上的天资表现为有敏锐的艺术洞察力，敢于叛逆当时帖学的笼

罩，形成自己标新立异、面目繁多的书法风格。金农的这种天资还表现在他在书法上的广收博

取。他开掘古代书法中的倒薤笔法，吸取飞白用笔中的扫刷，并且能大胆地卧笔作书，留心于

刻工的木板字体，并将整洁、光滑、装饰化的用笔特征引用到书法创作上来。金农以开阔的视

野从古代传统中开拓出的全新的笔法，展现出前无古人的全新面目。

当然这种有天资的书家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书家都循规蹈矩，甚至泥古不化，书法面貌

中往往没有自我的体现。这样的书家也能对书法的技法掌握精熟，得到时人的称赞，但是终究

在书法史上被逐渐隐没。

一个书家的禀性与天资可以赋予书法新的审美趣味与自我面貌，但是学习的用功是个人的

天资所不能替代的。书法因用功而有规矩的体格。习书过程中书家的功夫在审美上表现为对古

人经典审美的不断追求，即学古用功：在形式上表现为对基本的用笔操作娴熟有致，即法度森

严。书家的自我面貌的形成是离不开功夫的，而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张伯英临池学书，池

水尽黑，才能用笔精熟，将章草的发展由质朴推向精美，使书法成为更加纯粹的艺术，人

称“草圣”；由陈入隋的书家智永，相传闭居阁楼数十年而不下，潜心书法。有“退笔冢”“铁门
限”的故事，因此苏轼评其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致，反造疏淡。”总之，书家的功
夫是书风成熟必不可少的因素。

“天然”与“功夫”的统一是书家形成自我风貌的关键。书法中的“天然”是书家情性的自然流
露，是书家独有的禀赋。这种“天然”表现在书法上即书风的革新与创变，它体现了一个书家的
创造力和自我意识。另一方面，所谓的“功夫”是书家对书法基本法则的把握。“功夫”是由书法
的传统决定的，也是书法基本体格的表现。倘若一味地追求“天然”而漠视“功夫”，书法则会信
笔为体，流于野俗。反之，只是盲目地临仿古人，忽视“天资”，不求创变，书法则会泥古不
化，失去自我。董其昌曾言“字须熟后生”。这里的“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学古的过程，即“功
夫”；这里的“生”则是书家的自我体现，也是由书家的“天然”决定的，是“必由天骨，非钻仰之
力、澄练之功所可强入”。总之，没有“功夫“则书法缺乏体格，失去“天然”则书法缺少灵
动，“熟后求生”即是天然与功夫辩证统一的最好注解。

“天然”与“功夫”在书法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二者相辅相成，这两方面应该构成我们当下
的学书态度，即“功夫”与“天然”并举，资学兼重，斯为至理！

（摘编自刘永军《书法中的“天然”与“功夫”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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