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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就要做到最好。”这是萧亦坤的座右铭。

字如其人，诚不虚也。萧亦坤的字比他实际的年龄老

扎的很多，若不是见过本人，还真感觉不到这种错位。细

品萧亦坤的作品，离不开“古拙”二字。一个书法家，必

定是有真性情的。从初见时的豪放到深入交谈中的严谨，

这或许就是萧亦坤的秉性。用他的话来说，将性情吐露在

笔墨间，自己不说，让别人去细细品味。

萧亦坤学书，亦可谓家学濡染。其父乃至上辈家人，

皆有书缘。2013年，18岁的萧亦坤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

学习“二王”书法。但面对固化式的教学方式，萧亦坤感

言，“学习书法是一件要敢于尝试、保持拼劲的事情。但

因为很多条框规则的存在，使得学习过程中缺失了快

乐。”在他看来，学书不得古人形质，无自得性情也。但

如何不流于程式化，又能得其神韵，创作出独属自己的作

品，是萧亦坤一直思考的问题。

“艺术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2015年，萧亦坤

开始接触秦汉书风。书法所呈现出的古拙、质朴、洒脱自

如的意趣让他无法自拔。自此，萧亦坤和这位志同道合的

“朋友”，开启了研习秦汉书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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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亦坤，1995年生，四川乐

山 人。四 川 省 书 法 家 协 会 会 员 ，

乐山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成都大

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美术学(书法方

向)2019级 研 究 生 ， 主 攻 篆 隶 ，

导 师 王 兴 国 。 师 承 张 亨

山。2019年,入展“书圣故里•中

国 临 沂 ” 中 国 书 法 临 书 大 会 ；

2020年，入展“书圣故里�中国

临沂”中国书法临书大会，传承

与创新�四川省第二届行草书大

展，同年荣获第二十届北京书法

篆刻精品展暨书法篆刻临帖展一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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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亦坤:书追秦汉
■   本报记者 杨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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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建立在汉字结构基础上的线条艺术，可以说线条是书法艺术

的灵魂。在萧亦坤看来，书法的线条是集思想感情、生命意味、动态之

美、及气韵之美的具象表现。“在创作过程中，一笔三过乃为法书。同

时章法布局尤为重要，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主。”好的作

品，字与字并不是无关的堆砌，而是生机联属。行与行也不是机械排

列，而是血脉贯通的。掌握章法是书法作品创作的前提之一。” 书法作

者一但掌握书法语言的表现能力,就以创作的方式打开了一个与世界交流

的窗口。因此在创作过程中,书法语言要不断锤炼，符合当前语境变化，

从而获得良好的表现效果。

“探索文字的过程实则是在留存于世的只言片语中，以专业的眼光

推动对古文字的深度研究。”于萧亦坤而言，书法是丰富多元的。今年

以来，他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崖墓题记、汉砖等民间石刻艺术，并从中

汲取灵感、丰富认知。他坦言，乐山在两汉时期由于墓葬制度变化和厚

葬之风影响下，出现建造崖墓的高潮，其规模之大,雕刻之精美,是四川乃

至全国之最。崖基石刻文字题记,以丰富的内容,多种多样的字体和不同的

书刻排列形式，体现着我国汉代民间文字面貌特色，反映了汉代历史文

化、社会生活、墓葬文的应用,是研究我国文字发展完善的重要文化遗

产。“但很多崖墓因年代久远，风化严重或被破坏，有的甚至题记内容

和书刻泯灭，这对崖墓研究来说无疑是一种遗憾与损失。”

观萧亦坤的作品，给人的始终是真诚与坚韧。真诚的是其为人之笃

定信义，坚韧的是其做事之踏实精进。“书，心画也。”书法艺术的笔

墨精神在新的时代环境里应以体现民族精神、时代特色为责任。萧亦坤

坦言，希望能尽可能的挖掘一些崖墓内涵，进而呼吁更多人参与研究，

让乐山的文化得到传承和弘扬。同时，也将用自己的学书经验鼓励同行

们在书法创作道路上打破舒适圈，打破对字体的界限，让乐山书法在川

内甚至国内再上台阶。

厚积的开始与日后的清醒选择，

过程冷暖自知。

2016年参加四川省第八届书法篆

刻新人新作展、2017年跨考书法专业研

究生、2020年开始，萧亦坤在各大专业

书法大赛上崭露头角……人生逆转的背

后，是异于常人的艰辛。萧亦坤坦言，

“从2017年1月到2019年，在长达两年

多时间里，几乎是零社交。”每天除了

上网课完成学业之外，就是一头扎进自

己的书法“自留地”。于萧亦坤而言参

赛是必要的，“除了可以检验自己的功

底和创作水平外，还能进入书法更高阶

层，结识更多的书法高手。”新书风初

露头角，是萧亦坤获得的一个契机，也

是他成长和起飞的一个新起点。古之游

历，求学而问世，眼界和阅历逐渐成

长，萧亦坤亦然。

书法之修亦本艰辛，选择古文字

作为资料作为书体创作，注定了他的孤

寂。谈及如何得其精髓，萧亦坤笑言，

穿越秦汉。

“穿越”看似简单，但要做到观

其书风之变，寻历史文字痕迹，实属不

易。“碑帖文献少，且伤残严重。必须

从 有 限 的 文 字 中 ， 去 体 味 古 篆 风

度。”个人书风的形成、艺术语言的成

熟，是在大量对历史文字信息的多方积

累后而产生的。萧亦坤感言，从字法的

形成到字体的过渡，是一个庞大的文字

研究系统，只有找准一个介入点，分层

拨开，窥其一斑，才能进入。在艺术的

追求上，萧亦坤好似愚公，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 人 总 是 在 当 下 现 实 中 迷 失 自

我 ， 又 在 传 统 文 化 中 寻 求 心 灵 的 住

所。”天真率意的萧亦坤，偏爱秦汉书

风的雄强与古拙。创作中，萧亦坤以古

朴率真的笔法，再现自己对于书法的理

解。线条凝练古拙、老辣厚重之下，通

过深厚的腕下功夫，把碑趣碑意都化作

纸上云烟。“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是

对秦汉书法的最好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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