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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洪流里，那些散发着智慧和德行

光辉的人物，犹如夜空中的星，照亮人们的

心灵和前行之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就是

其一。千百年来，颜真卿的书法为历代书家

所推崇，颜体是学习书法的重要启蒙字体，

“颜体字”在书法国展上的热度也不断攀升。

读懂颜体，读懂颜真卿，也就读懂了书法中

生命、艺术、风骨与时代的交响乐章。

回望中国书法史，王羲之和颜真卿是对

后世影响深远的两座高峰。颜真卿之所以

能成为反映唐代书法巅峰成就的代表性书

法家之一，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开辟了一种新

的书法审美意境。唐初，满朝上下以“二王”

书法为尚，崇尚挺秀俊美之风。颜真卿在继

承“二王”书法艺术基础上不断寻求变化，汲

取碑刻营养，成功将篆籀笔法、外拓笔法运

用于书法创作，开创了雄浑厚重、大气磅礴

的楷书审美范式，后人称之为“颜体”。这种

正大气象与盛唐雄风相契合，树立了唐代楷

书典范。宋代苏轼评价：“颜鲁公书雄秀独

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

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宋代朱长文也评价

其书法“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

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

未有如公者也”。

颜体集唐代法度之大成，方正端庄、稳

健厚重，既适用于当时官场文书，也便于题

署书丹，书写大字，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颜

体看似平稳却内含乾坤。在人生不同阶段，

颜真卿有着不同的书写目的，其楷书也呈现

出不同的面貌。像其早期代表作品《多宝塔

碑》，以法度严谨、端庄秀丽著称；后期代表

作品《颜氏家庙碑》则笔法丰富多变，将篆

书、隶书、楷书笔法熔为一炉，笔力沉雄劲

健，笔画骨肉丰腴，呈现出“人书俱老”之境。

颜真卿的书法理念和创新精神，正是当代书

家应深研的一个重要方面。

“书如其人”，书品与人品的统一，在颜

真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他备受后

世推崇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他的书法，不仅

注重外在形态的雄浑，更追求内在精神气韵

的淳厚。读他的作品，能够明显感受到饱满

的笔画间流露出坚韧不拔的力量感。这种

力量感恰是颜真卿磊落不群的人格修为的

显现，与古代士人精神中的“内圣外王”理念

高度契合。因此，颜真卿的书法又被誉为

“中正之笔”。宋代欧阳修评价道：“余谓鲁

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

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人格气

节与端严浑厚的颜体相得益彰，铸就了中国

书法史上的丰碑，也对后世产生了持久而深

远的影响。明清时期的书法家傅山、刘墉、

伊秉绶、何绍基等均在学习颜体技法的同

时，传承了其内外兼修的士子精神。

以书明志、以书寄情，是颜真卿书法的

另一特点。颜真卿以情入书，实现了技法与

情感的完美融合。像被誉为“天下第二行

书”的《祭侄文稿》，是颜真卿为在安史之乱

中以身殉国的侄子颜季明写的悼文，不仅体

现了其厚重的书法功底，更流露出他深沉的

家国情怀和悲壮的情感。全书共 23 行 234
字，字字血泪、至刚至烈。在书写过程中，颜

真卿的笔触时而凝重，时而奔放，将内心的

情感淋漓尽致地挥洒在纸面上，字间行气随

情而变，随处可见其悲愤激荡的心绪，使作

品呈现出生动多变的面貌。今天，重读《祭

侄文稿》，能够真切感受到颜真卿震撼人心

的笔触与感人肺腑的情感，感受到书法艺术

所蕴含的情感力度、历史厚度和文化温度。

书体与创新、书品与人品、文化内核与

时代气象，共同构成颜真卿书法的价值与意

义。期待更多的人能够读懂颜体，读懂颜

真卿，继承和发扬他的艺术精神，创作出更

多 具 有 时 代 特 色 与 民 族 风 骨 的 优 秀 书 法

作品。

（作者为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读懂颜真卿
张生勤

▼工艺美术《大河文明》，作者王承利、王耕雨，获

第四届“中国美术奖”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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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白 石 的 艺 术 至 今 为 人 们 所 喜 爱 ，或

许是因为他天趣自成的魅力，或许是因为

他大道至简的精魂，或许是因为他灿烂如

花的热情。他的真实、幽默、勤奋与执着感

染着一代又一代人，我们总能在他的作品

中找到与这个时代同频的脉动，找到艺术

创新创造的灵感。也许，这就是“人民艺术

家”的力量。

为纪念齐白石诞辰 160 周年，北京画院

从展览、论坛、出版、数字化建设、国际交流

等多个层面，策划推出了一系列艺术活动。

从 2023 年开始，我们陪白石老人回到他

的家乡湖南，一解“客中月光照家山”的乡

愁。梅公祠旁的荷塘小路，星斗塘前的竹林

游虾，枫林亭下的祖孙相依……帧帧画面承

载了齐白石的浓浓乡思。除却精彩画作，首

次呈现的齐白石沉浸式数字光影艺术展运

用全新技术手段，带观众走一程齐白石走过

的人生之路。当观众站在齐白石的视角感

受他观察到的生命万象，也就更能体会作品

的创作环境与故事背景。

我们陪白石老人远赴欧洲三国巡游，重

现“海国都知老画家”的盛况。在德国，“不

喜平庸——齐白石的艺术世界”展览以诗、

书、画、印为线索，展现白石老人自然、自在

的艺术风格。在瑞典、拉脱维亚，“花好月圆

——齐白石艺术中秋主题特展”以齐白石的

篆书四言联“月圆天宝、花好年丰”为线索，

探索其艺术中的民间意趣。配合展览还举

办了多场讲座和体验活动，使外国友人可以

深度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 们 陪 白 石 老 人 重 回 南 粤 大 地 ，追 忆

“好梦无由续广州”的快活。齐白石生前在

友人的邀约之下，曾两次到访广东，辗转广

州、肇庆等地。其间，白石老人领略了满树

荔枝、芭蕉楼阁、十里木棉等南粤风情，这些

景物成为日后萦绕他心间的画意诗心。“好

梦无由——北京画院藏齐白石精品展”囊括

了齐白石在人物、山水、花鸟等各个门类中

的艺术珍品，同时展出“人民艺术家”证书等

重要文献，以纪念齐白石与南粤大地跨越百

年的又一次重逢。

我们还陪白石老人西行入蜀，一展“白

云深处作神仙”的逍遥。齐白石有众多蜀中

弟子，更与许多川籍人士结缘。展览专辟一

章重点梳理齐白石与巴蜀之间的深厚情缘，

展出齐白石在成都时所作书画、关于白石入

蜀的新闻报道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为

川军将领王缵绪所作、现为国宝级文物的大

型山水作品《四季山水屏》，首次在成都展

出，为观众呈现了齐白石“衰年变法”后的艺

术高峰。

多地巡展让“齐白石”这一文化 IP 迅速

走近观众，创新性的数字展览、多品类的文

创产品、重交互的观众体验等，频频引发观

展热潮，参观人次超 350 万次。我们欣喜地

看到，创新策展理念、转化策展逻辑和展陈

方式，可以激发传统书画在当代的活力。

几次远游过后，我们也在思考，齐白石

与北京的在地性关联应该如何书写？基于

扎实的研究，我们决定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举办“齐白石在北京——纪念齐白石诞辰

160 周年特展”。目前展览正在对公众开放。

这次展览可以看作是策展上的又一次“进

阶”——区别于以往按题材、风格的叙事逻

辑，从齐白石三入京华讲起，讲他在北京的

生活、在北京的交游以及如何从一个无人识

的“北漂”成为“人民艺术家”的故事。

我们将展厅变身为齐白石在北京的足

迹“地图”。在这张“地图”上，随着光影流动，

白石老人居于北京的交游与变法，安于北京

的创作与教学，享于北京的成就与盛名……

一帧一幕，借由 200 余件绘画、书法、篆刻、文

献等媒介以及生动的场景复原，向观众铺展

开齐白石在北京的精彩人生。观众来到这

里，可以在法源寺的丁香树下吟一首小诗，

找寻齐白石题写着“真有天然之趣”的呆萌

小鸟。这是 1919 年他来北京寓居法源寺时，

看到地上有磨石印迹好似鸟雀，特意寻纸勾

画存之。也可以在梅兰芳的缀玉轩前唱一

首小曲，遥想当年齐白石教授梅兰芳绘草

虫，一纸绘毕，梅兰芳在园中清唱一段《贵妃

醉酒》为报，写就知己相惜的佳话。还可以

在陶然亭的湖畔，细数秋天被风吹落的银杏

叶，碧波如许、满地金黄。白石老人将生圹

选在这里，漂泊半生仍决意就此长眠，才知

他与北京的深厚情感，当初刊刻“故乡无此

好天恩”所言非虚。

为了让展览的诉说更有温度、表达更贴

近真实，策展团队翻遍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

石日记、信札、诗草与杂记。他经荣宝斋出

售字画、印章的账单；在沦陷期间贴出“停止

见客”的门条；徐悲鸿送来鲥鱼并叮嘱“不必

去鳞，因鳞内有油，宜清蒸，味道鲜美”的书

信……这些泛黄的纸页，让上个世纪那一张

张面孔变得鲜活，也让我们历时 5 年打造的

“齐白石在北京”研究更加饱满立体。这项

研究基于北京画院 10 多年来梳理的学术成

果，我们从历史文献中找寻齐白石在北京的

足迹。他在哪里居住、在哪里访友、在哪里

听戏，又喜欢在哪里下馆子……一应俱全。

我们希望能够让研究反哺于生活，应用于现

实，于是让齐白石化身文化向导，带领观众

换一种视角，领略不一样的北京城。为此，

研究团队结合最便捷的文旅体验模式，开发

“齐白石带您看北京”微信小程序，绘制齐白

石在北京的打卡地图，通过线上与线下双向

引流的形式，让观众与白石老人一同开启京

华漫步。

借助数字技术，展览让齐白石以新的形

式走近大众。我们将文字研究转化为 360 度

沉浸式数字光影空间，齐白石笔下的四时晴

雨不再是定格的画面，春草、夏花、秋虫、冬

雪瞬间有了生命的律动。借助人工智能技

术，观者可以进入微观世界，看到墨汁在宣

纸的纤维中如何蔓延；还可以纵览古今，看

到全人类在表达“似与不似”这一命题时的

风格流转。比如，通过数据运算，人工智能

技术可借白石笔意描绘他生平未能得见之

景——北京的鸟巢和水立方、旧金山的海湾

与金门大桥……仿佛白石老人曾经在这里

驻足，借此“山”来娱目了。

这不禁让我们深思，随着科技发展，当

人工智能成为新的笔墨，谁又是谁的他山之

石呢？

（作者为北京画院美术馆艺术总监）  

与白石老人一同开启京华漫步
王亚楠

▲“经典作品可拆卡片书”文创产品。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齐白石在北京——纪念齐白石诞辰 160 周年特展”现场。

▲成都市美术馆“天趣画境——齐白石沉浸式数字光影艺术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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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近年来，中国绘画繁荣发

展，创作、研究、展览、出版、教学等

齐头并进，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当

下绘画创作并不总是尽如人意，不

少作品观之单薄、乏味，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诗意的缺失。

自古以来，中国艺术便注重诗

情画意的审美表达。比如作为民族

艺术的中国画，千百年来，创作者们

凝万千思绪于咫尺画幅之间，以笔

墨丹青传递“天人合一”的理念、营

造物我两忘的境界，使作品不仅呈

现出视觉美感，还有隽永的诗意之

美——画面流淌出无尽的律动、气

韵 和 哲 思 ，使 人 获 得 心 灵 上 的 满

足。自唐代诗人王维将诗意引入绘

画，开创“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意

境，对其后中国画的创作、研究与鉴

赏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由此迎来文

人画大兴。诗意的融入，提升了中

国画审美境界，提高了绘画在文化

系统中的地位与价值。中国画负载

起中国人对于生命价值的追问，成

为中国人表达情思、寄托情怀的重

要方式，蕴藏着不息的生命力量。

作为创作者主观表达和客观认

知的结合与升华，诗情与画意的融

合也彰显着中华美学的格调。如果

没有诗意，绘画就会日显平庸，也会

随着艺术灵性的削弱而逐渐丧失其

应有的价值与地位。好的绘画作

品，能给人带来视觉与心灵的双重滋养。当下绘画创作中诗意

的缺失，主要表现为创作者越来越强调视觉效果的极力呈现、绘

制技巧的繁复精良、创作材料和题材的别具一格，对于艺术风格

与审美境界的精研却不够深入。近年来，在各类展览中，写实替

代写意成为绘画创作的主流，但无论是写实还是写意，都缺少对

诗意的追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以来社会文化结构

发生变化，导致创作者主体身份发生转化，随之他们的知识结

构、学术修养也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是借鉴外来绘画理念和技法

的过程中，写实再现、对景写生等方法未能很好地与中国绘画自

身的艺术传统相融合，导致引人共鸣的诗意表达缺失。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诗意之美，中国艺术对诗情画意的追

求也未曾停止。20 世纪中国绘画的变革之路，奠定了为时代、

为人民的创作方向，诗意以一种新的形态呈现，在中国画、油画、

版画、漆画等各个画种中生发，彰显东方风神。比如，李可染重

意象凝聚，善用光影营造山水的磅礴诗意，《万山红遍》意境深

远；吴冠中通过流动的线条、丰富的色彩和充满现代美感的构

图，创造了自己的“诗意家园”；周思聪突破形的束缚，充分利用

纸与墨色相撞后产生的渗化和晕染效果，以墨荷、彩荷温柔地演

绎生命的苦涩和艺术的纯粹……在他们的作品中，传统文人超

然离尘的诗情被转化成各种画意，成就了时代经典。他们的诗

情画意从何而来？古人云“诗者，天地之心”。有此心，方能绘出

真情、绘出诗情画意。诗意只能从画家内心中生长出来、从笔墨

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真正的艺术大家，是属于时代又超越

时代的人。秉款款深情、浓浓画意，写山河意象、时代华章，是

20 世纪中国美术带来的重要启示。

当下，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高涨，其所追寻的正

是深植于中国人内心和传统文化中的诗意生活、诗意栖居、诗意

情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诗意精神再生的

契机。让绘画生发诗意，不仅能为人们提供心灵的慰藉和精神

的滋养，也是当下绘画突破瓶颈、开拓新境的现实需要。

诗画合璧的关键在于情与思、意与境的创新表达。这并非

简单地将诗词放入画中或者据诗作画，而是要培养一颗真诚的、

敏感的诗心。这诗心要有超越自我、观照天地和时代的博大胸

怀，要有跳出表面、直抵本质的洞察能力，要有超越形似悟大道

的恒定追求等，需要创作者深研传统、深植时代、感悟生活，并不

断强化自身在笔墨辞章、品位境界等方面的修养。

新时代呈现出新气象，也应该造就新的诗心。以一颗与时

代同频共振的诗心，观照社会的种种进步和变化、自然的种种美

好和奇妙，重振诗画合璧的艺术传统，中国美术大有可为，也必

能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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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对母亲河的深厚情感，我和王耕雨以黄河文

明地图为设计素材，将平面立体化、空间化，采用典型

的传统编结工艺作为设计符号和创意手法，创作了屏

风工艺美术作品《大河文明》。在创作过程中，我对工

艺美术如何传承与创新，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传承是基础，创新是动力。上大学前，我曾在工厂

做过 5 年技工，特殊的阅历造就了特定的从艺观。当

年在工厂时，如果一个木工不懂榫卯结构，只会用钉子

做活，就会被人笑称为“钉子木匠”，因为他不具备一个

匠人应有的技艺。因此，我在创作中，尤其重视对传统

工艺的研究。中国传统工艺的重要特点是所造器物常

关联自然界或是将自然体物化。例如，两木件拦腰交

接工艺取名为“马蜂腰榫法”、古建筑屋檐下对椽子头

的形象修饰取名为“蚂蚱头”，这些都是“天人合一”理

念的具体体现，是值得传承和研究的宝贵文化遗产。

《大河文明》的设计意图之一，便是通过对传统编结工

艺的创新，以工艺美术的独特魅力，展现大河文明的源

远流长。

先进行电脑雕刻，再运用传统手工编结，是该作品

的独创之处，也由此形成有异于传统的审美样式。对

创新的追求，一直贯穿于我的创作。记得上学时老师

曾说，设计要有创意，最忌雷同。是的，相对于创作结

果，理念才是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对此我深

有感触。

“言之有物”也是工艺美术创作的重要维度，即现

代美术理论所倡导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大河文

明》关联母亲河、传统工艺、中华龙，三者构成的文化意

象，是历史的、传统的，也是时代的、生活的，为观者留

下无限思考空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大河文明》在

加工制作时，有位工人一边细细打磨作品，一边念叨：

“这下边是黄河呀，上边是条龙，这弯弯曲曲的是黄河

的浪，这木板上的沙沙点点就是黄河的泥沙……”黄河

泥沙？我猛吃一惊！这说明欣赏者与我的创作产生了

共鸣，并超越了我的构想，欣赏者的审美感知赋予作品

新的光彩。

“黄河之水天上来”，传统工艺振兴正当时。

大河九曲
匠心演绎

王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