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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幼时启蒙书法，痴迷草书50载

谈起对书法的兴趣缘由，陈诗烨回忆道，自己的父亲是村里
的会计，记账全是用小楷毛笔字体。受其影响，刚会走路的自己
就已经会拿着木炭将家里中堂挂着的画像中的文字进行描摹一
二。家长意识到他的天赋之后，也有意识地去教他习字练字。

“我很小就开始写字，常常练到半夜都不肯休息。”陈诗烨追
忆小时候习字，连写字的宣纸都不认识，只能用旧报纸和毛边纸
进行练字。早早识字的他，其识字水平已远超同龄人，甚至到
11 岁时，他的书法在村里已小有名气，当时他被请去给村里的
红白喜事写对联也是常有的事。

出外求学之际，陈诗烨到了更广阔的天地，见识到了百家的
书法作品。从王羲之行书、于右任及毛泽东草书到麦华三行楷、
启功诸体等名家大作，或观读或临摹或默写，池水尽墨，铁砚磨
穿，已是常态。迄今，他已研究 3000余本书法作品，集百家之
长，荟灵思之萃，对行草书之“术”信手拈来，对书法的热爱可
见一斑。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基层工作，后来一直在县城机关担任文
秘工作，一生都在与文字打交道，而他将其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
了书法的研究与练习上。因有这一份坚持，到了 1989年，26岁
那年，他的书法便已在北京展出。1995 年，他的国画 《竹石
图》在“税收带来祖国美”全国书画大赛中荣获广东赛区三等
奖。勤奋不辍 50载，从百家皆学，到专攻“麦体”“启体”，再
到融二者之长形成个人特色的现代新草，陈诗烨在书法上未曾懈
怠过。

今年 60 岁，刚光荣退休的他，更是全身心投在书法上，每
日兴趣一至，便在家中茶园里泼墨挥毫，恣意自在。他强调，书
法对其而言，是一种修炼的过程，不仅体现在书法的技巧从幼时
的稚嫩无序到青年时的临摹跟帖，最后到成熟时的脱胎换骨，更
体现在对其无拘无束、沉稳内秀等性格的塑造上，以及对书法始
终抱着敬畏、热忱之心。

善“入”帖更敢“出”帖，形成个人特色的现代草书

“草圣最为难，龙蛇竞笔端。”一语道出了草书学习的不易，
不少草书爱好者致力一生，仍在描摹临帖，盼能通晓一二分先人
前辈的技巧。而陈诗烨不仅善于“入”百家之帖，集众家之长，
更敢于从临帖中“走出来”，将书法大家麦华三与启功两位大师
的书法技巧融会贯通，形成具有个人风格的现代新草。

20世纪 80年代正是麦华三书法走红全国之际。麦华三书法
行楷结合，字体浑圆浓厚，笔势流畅，遒劲有力，“贵州茅台
酒”五字就出自他手。而陈诗烨师从的岭南书法大家陈从信先
生，其是“麦体”的学习者与传承者，其书法比“麦体”更有骨
力，这个时期的陈诗烨接受到对“麦体”系统的了解，这对他影
响非常深远。此后十多年，陈诗烨仍专攻“麦体”，对“麦体”的
学习已颇具成效、惟妙惟肖。当时位于化州北岸中心区化州房地
产公司大楼顶上、方圆几公里都可以看到气势宏大的“地产”两
个大字，便是他应邀为对方题写的招牌字，一时成为北岸新地标。

另一位书法大师启功的书法则以“瘦硬”著称，笔画虚实缀
点、笔触松紧有度，非常有个人的艺术特点和风格，这极大吸引
了陈诗烨的兴趣，在多年研学“麦体”后，陈诗烨又花费多年专
攻在“启功体”上。

“入”帖讲究勤奋，而想“出”贴则讲究“悟性”。数十年对

“麦体”“启体”的专攻研究、临摹练习，陈诗烨已将“麦肉启
骨”合二者之长融入自己的书法当中。陈诗烨多次强调，他的书
法更多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他言，启功和麦华三的书法皆是同宗
同源地继承了中国书法传统正脉“二王”体系，这一点是学书法
的根本。两位前辈专注书法不为名禄，只为兴趣所作的高尚品行
更是他终身追求的目标。而他不仅只是传承两位先生书学实践和
理论，更多是从中明确了学书法的方向，站在两位先生肩膀上，
看得更准，走得更远。

如今，陈诗烨的书法深谙“启体”“麦体”之道，清丽秀
雅，古朴自然。运笔变化多端，藏露结合。法度虽然严谨，但在
法度之内，驰骋自如；笔法协调统一，前后笔划相互依赖，呼应
顾盼，字形方正，质朴清新。但他又不太拘泥于“启体”“麦
体”之形似，而在乎于两者之神韵，效而不摹，入而后出，融入
自我，形成风格。

陈诗烨极具鉴赏韵味的书法更是得到了中国佛教协会咨询委
员会副主席佛源大和尚的高度评价，并亲自为其书法题词:“画
中笔笔皆诗意，墨里行行是法音”。

成书《草书秘密记忆法》，破解草书学习之难

“草书记忆最为难，结字密码最相关。一经窥得书道律，笔
底龙蛇天地宽。”这是陈诗烨对草书书道的总结。

草书，因其点画纵横恣肆，结体变化莫测，历来被世人认为
其“难学、难记、难写、难用”，不少人闻草书而却步。为此，
如何让草书走入普通大众眼中，让大家不再畏“草书之难”，陈
诗烨一直在探索。

在陈诗烨看来，草书不能在全社会上得到推广的原因是复杂
的，最关键的还是草书书写和记忆的自然规律尚未找到。历史上
书法家们以集字汇总和草诀歌等形式总结了一些类比记忆法、数
字记忆法和偏旁记忆法等记忆法，但最多只是以个别字论字，未
能让大众便利记忆草书。

于是，陈诗烨在数十载对草书书法艺术的研究和实践中发现
了更利于大家记忆的草书记忆密码。他发现草书结体大量的使
转、牵连线条与太极图的阴阳交汇线“S”线形状非常相似，

“S”也形似数字“3”，所以这个符号在草书结体中就变成了似
“S”非“S”，似“3”非“3”，其形变化莫测，数量无穷，结合
草书从汉魏时期起便称为“书道”，故陈诗烨也将自己这一发现
称为“草书书道S3符”。

对这一发现，陈诗烨做了大量的研究，以实际数据来作为支
撑。他发现《书谱》中 3700多字中其结构有此符号特征的占大
约60%；此外，他在书法大家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千字文》中发
现共有699个字符合，占近70%的比例。大量的数据支撑下，陈
诗烨肯定了自己的发现，最终成书《草书秘密记忆法》。

《草书秘密记忆法》一书，详细分类了从一个到三个乃至多
个书道 S3符在单个字的书写运用，还附上陈诗烨自己书写的具
有“S3符”标注的草书范本作为学习参考。

让大家走向“草书最简易，人人会书写”的自由王国，让规
范草书在全社会上盛行，破解草书少人学习传承的难题，一直都
是陈诗烨努力的方向。“草书书道S3符”的发现，破译了草书结
构中普遍存在的自然规律，正确认识和理解草书并在书写草书中
找到“书道”的愉悦功能，让人快速掌握草书书写的特点，从而
不再畏“草书之难”，找到从“识草”到“写草”更为快速、便
捷的途径。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陈诗烨

痴迷草书50载融会贯通独树一帜

陈诗烨，茂名化州人，
是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
员，他痴迷草书50年，融著
名书法家麦华三与启功书
法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
现代草书，并著书《草书密
码记忆法》，方便大众快速
“识草”“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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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诗烨进行书法创作。 陈诗烨讲解草书书道S3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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