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琢
墨
》

唐
之
鸣

吴
启
雷
著

上
海
科
学
技
术
文
献
出
版
社
出
版

2020 年 2 月 21 日6
责任编辑/蒋楚婷

E-mail:jct@whb.cn 三味书屋

独辟蹊径 雅俗共赏
──读唐之鸣、吴启雷著《琢墨》

■孙 博

中国书法如同一条历史长河，恒久而

绵长，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

画、无声的乐。 这些古老而又独特的文字，

迄今仍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 经过长期嬗

变，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书法随着汉字的演进，自觉或不自觉

地从实用走向了艺术。 在自由的书写中，

我们的祖先运用高超的智慧，创造出特殊

的书写工具———毛笔。 以线筑形，把中国

人对宇宙万象、阴阳哲理、喜怒哀乐、伦理

道德 、家国情怀 、诗心琴胆 ，一一寄予毫

端。 至此，中国书法向世人展现出它特有

的空间美、音乐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以极简的造型手法，表现出最丰富的

感情世界的一种艺术。 既高度形象又高度

抽象， 这是一种特殊而又无与伦比的美，

故有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之说。

不言而喻，认识和读懂书法 ，从一定

程度上也就更能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从历代的帝王将相到文武官员；从文人骚

客到庶民经生，书法从书写到内容，从载

道进仕到逸性抒怀，承载着太多的职能和

使命，也几乎成了朝野上下特有的一道文

化风景线。 书法那一根长线，不但串起了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踪迹，而且也串起了每

个中国人的文化情感心路。

这样一条绵长的历史长河，如何探寻

它的源头，如何站在彼岸欣赏河流经过的

每一处优美景象， 了解背后的动人故事，

无疑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正如涉足

胜境的游客， 固然可以凭着自己的观察，

感知自然的原生态魅力。 但是，倘若身边

有一个稔熟的导游， 领着你渐入佳境，俯

察品类之盛，则你的游目骋怀之情，足可

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这种引领的工

作，极美妙而又神圣，当然，也是异常艰苦

的。 《琢墨》一书的两位作者，在这喧嚣纷

扰的世界里，耗尽业余时间，为弘扬书法

做了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 “板凳要坐十

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他俩如同历史上

每一个寂寞的书写者一样，从构思、设题，

到选材、定位，再到取舍、校样，前后历时

三载，终于付梓成书。

《琢墨》 是一本中国书法经典鉴赏的

书，循着书法史脉络而撰写，从甲骨文起

一直写到晚清， 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碑

帖、名作和代表性人物，基本上都“一网打

尽”了。 该书作者之一唐之鸣先生，浸淫书

法艺术之道逾 40 年， 又有在大学讲授书

法艺术课程 30 多年的切身体会， 从理论

到实践创作经验，既深厚又宽广。 他早年

师从著名书画篆刻家吴颐人先生 ， 习金

文、治古印、作书法、刻茶壶。 他的书法以

汉魏晋唐为宗；篆刻立足秦汉，旁涉明清

诸家；紫砂刻壶的刀法挺劲，深得文人壶

精髓。 他的艺术旨趣崇尚“清、正、朴、雅”，

力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创造

新意。 他的作品曾多次入选国家顶级展

事，曾获海内外 30 多个奖项，作品被刻入

黄河碑林、名胜园区，著作也颇丰。 他还是

沪上“秋石印社”的创始人、指导老师，课

徒授业，桃李满天下。 丰富的涵养和切身

的体会，使得该书的文字叙述显得专业而

又殷实，不尚空谈虚设。 分析历代名作从

书作的技术层面着手， 深入到书写细节，

再到书写心理以及观者的欣赏感受视角，

皆能言之有物，又文情并茂。

在通篇文字的叙述上 ， 既保持了专

业的高度学术性， 又注重了文学性的刻

画 ，令人读来情景交融，状物抒怀。 如第

五章“明代书法”中，描写黄道周的风骨、

傅山的狂狷篇章 ， 犹如一篇篇优美的散

文，读之令人荡气回肠。 先秦书法向来庞

杂而又无序，但它开启了中国书法从结构

空间到书写笔法的滥觞， 作者能去芜存

菁， 把它们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该

书开篇从西周的井田制度论述到书法的

法度规范建立，令人耳目一新，又合乎历

史事实。 在风格审美中不单就字论字，而

是结合地域、 文化和民族风俗生活形态，

完美地阐述了 “风格即人格 ”这一命题 ，

诸如此类的亮点和新颖的视角 ， 形成了

此书的第一特色。

该书的另一位作者吴启雷先生，目下

是一名国学、历史老师，尤精中国古代美

术史，也擅长书画，出版著作多部。 大学求

学期间，吴启雷曾是唐之鸣的学生，学习

书法、篆刻，30 年后师徒一如往昔，保持着

高度的默契。 由于他大学读的是历史专

业，所以在成书过程中，充分发挥其自身

特长，以史为鉴，叙述了历代书家背后壮

阔的历史社会背景，尤其在他熟悉的唐宋

部分，做到文史结合，也为文章的阅读增

添了不少乐趣，使该书在专业书法鉴赏背

景下拓展了历史视野，也满足了不同层次

年龄读者的关注点，从而使该书真正做到

了“雅俗共赏”。

除了历代名作名家鉴赏之外 ， 该书

还特地用了一个章节来谈书法文化的方

方面面。 这样的想法也是本着“以读者至

上”的心愿，使读者在日后品鉴乃至收藏

书画作品的过程中， 了解学习到更多的

专业知识。

诚然，该书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图文并

茂──红花绿叶各显春。 作者不惜占用版

面，每段文字下都配有清晰而又高质量的

版图， 有的甚至还进行了局部放大处理。

为使观者对名作有完整的解读，很多手卷

都是整篇显示。 这样，可以确保在鉴赏过

程中更加生动、真实。 所有名作的存世情

况都作了极为详尽的出处介绍，包括藏家

分布背景。 当然，由于受到版面的限制，任

何一本书也难以达到穷尽，书中不得不忍

痛割爱个别书家和名作，这也可算作该书

的白璧微瑕之处。 但我相信，这部言而有

物之作的问世，定会给当今重拾文化自信

的中国人带来一道文化大餐。

科创板见证资本市场制度改革
———读《科创板之道》

■毛志辉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 ， 这一举措从

2018 年 11 月 5 日发令枪响 ，到

2019 年 3 月 1 日证监会和上交

所发布科创板注册制核心制度的

正式文件，到 6 月 13 日科创板开

板， 再到 7 月 22 日 25 家科创板

公司在上交所鸣锣上市， 在短短

几个月的时间中， 科创板注册制

改革火速推进，效率空前，见证了

中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和改

革进入新阶段。

与沪深交易所主板、中小板、

创业板等相比，科创板在发行、上

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各环节

均有明显创新和显著差别， 充分

体现了多元化、市场化、国际化的

新特点。 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最感

兴趣的， 莫过于科创板对资本市

场有什么样的意义、 它肩负了什

么样的使命、 应如何进行投资等

问题。 由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所

著的《科创板之道》一书，或许正切

中了投资者的所需， 不仅全面阐

述了科创板的前世今生及其重要

性， 还以独立客观的视角对科创

板的大量案例作了深度解读，并

深刻洞见了以科创板为代表的中

国资本市场所面对的挑战。

与迄今市面上可见的几种科

创板相关的书籍相比较， 作者在

书中的所论， 绝不止于对科创板

注册制背景、 改革主要内容等的

泛泛介绍， 更重要的是科创板注

册制改革对 A 股市场的影响、对

投资者的影响、 对证券公司的影

响等都有全面透彻的分析， 对注

册制审核与核准制审核的差异、

科创板定位、 科创板公司定价等

市场关心的问题也有着深刻洞

见，宏观论述和微观研究结合，理

论阐发和实证分析并进， 让读者

可以系统深入地理解科创板注册

制改革。

比如， 在分析科创板注册制

的影响时，作者指出，科创板注册

制最大的进步意义， 不在于制度

或机制的设计是否合理或有效，

而在于市场化、 法制化的改革理

念是否能够践行。在科创板之前，

一个公司能否上市， 完全是由证

监会挑选的， 市场只是被动接受

证监会挑选的结果， 而科创板的

推出，将使 A 股市场的源头发生

重大变化， 开启由市场挑选上市

公司的新时代； 中国证券市场的

重要特点是散户尤其是中小散户

比例大， 而科创板在市场设计上

不再偏向中小投资者， 放开涨跌

幅限制和个股做空机制便利化都

将使市场主体从散户转向机构；

科创板还给投行业务部门提供了

新的业务机会， 整个券商业务模

式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将会

催生真正的投资银行， 进而提升

证券业在金融体系的话语权；更

重要的是， 科创板注册制一方面

强调企业科创属性， 另一方面带

动方方面面对科技创新驱动的关

注与重视， 有利于实现资本推动

科技驱动型高质量发展。可以说，

这些观点都是在准确把握科创板

注册制实质的基础上得出的真知

灼见。

科创板注册制给市场带来了

哪些变化， 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

题。 王骥跃详细分析了注册制和

核准制的区别， 对证监会在其中

扮演的不同角色也作了界定。 注

册制审核， 最核心的事就是让招

股说明书真正发挥其作用， 通过

审核标准、审核过程、审核内容等

的公开化，达到“打造规范、透明、

开放、 有活力、 有韧性的资本市

场”之目的。 同时，他还从科创板

注册制的相关特性如关注科技创

新能力、发行定价是关键、涨跌幅

放开、保守的做空机制、分拆上市

或成市场新宠， 以及相关的法治

保障等入手， 对社会公众普遍关

心的问题作了梳理。

此外， 王骥跃对科创板允许

尚未盈利、特殊股权结构、红筹架

构公司上市， 也作了大胆的解读

和预判， 明确指出放开盈利限制

有利于科技创新企业上市、 有利

于投资者分享新经济成长红利。

书中对科创板的进入和退出机制

都作了充分论述，让读者更全面、

科学、 理性地理解科创板注册制

的制度性突破。 事实上，允许尚未

盈利的科技创新类公司上市，体

现了监管理念上的重大转变，有

利于优质科技创新企业借助国内

资本市场发展， 也有利于普通投

资者分享优质科技创新企业的成

长红利。 同时，科创板的退市机制

也体现了“宽进宽出、市场抉择”的

基本原则， 也使得风险溢价在资

本定价过程中能够得到准确反

映。 比较而言，美国之所以能够培

育出引领世界潮流的科技公司，

与十多年来数千家公司在纳斯达

克上市、退市，应该不无关系。

科创板是我国构建多层次

资本市场的重要探索性、创新性

实践，要想成为成熟的注册制市

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开弓没

有回头箭， 但改革的艰难也是可

以预见的。 作者对“含科量”是个

伪命题、发行定价的两个锚点、保

荐机构跟投背后的博弈等议题的

论述， 可谓一针见血。 作者还强

调，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提出的“四

个敬畏”监管理念是证券市场发

展的里程碑 ，坚持法治化 、市场

化的注册制精神，尽可能减少人

为判断 、减少寻租空间 ，以信息

披露为核心，才是注册制改革的

正确方向。

诚如书名《科创板之道》所揭

橥的， 王骥跃对科创板注册制的

研究不仅仅着眼于“术”，更多的

是立足于“道”的层面。 通过观察

科创板注册制带来的做空机制、

投资者门槛、退市等方面的变化，

分析其对市场结构、投资银行业、

资本与科技创新关系的影响，并

结合近年来资本市场制度的变迁

和博弈， 阐释科创板注册制顶层

设计下的各类玩法。 其对科创板

注册制相关热点问题的把握和可

能出现的情况的预判， 无不切中

本质，让人信服。

《科创板之道》

王骥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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