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世纪 #" 年代以来是世界艺术流派、概念层出不穷的时
代，也是中国画风云激荡的时代。中国画在漫长渐变之后，产生

了猛烈的突变。“中国画何去何从”，是悬在艺术家头顶上的问题。
方晓望这位早年从事油画的画家，用他近 $"年的探索，用他的中国

画作品形式给出了具象的回答，那就是力保中国画民族文化之魂，吸纳西方
化艺术理念之神，对中国画进行一番新的整合。
中国画有没有一条既继承中国画优秀基因又吸纳西方艺术精华的“内外兼修”

之路？方晓望先生对中国画的探索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他用他的作品诠释了如何在全
面吸收西方绘画技艺的同时，去完整传承了中国画所植根的中国文化精神。他把中国画
进行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艺术要传承的不在于其技法的“皮毛”，而在于其“精神理念”。中国画的千古不易的

“精神理念”是什么？在方晓望的国画作品中透出儒家的雅气、道家的仙气、佛家的静气。
这三气合一，是过去千百年来中国画所恪守的人文精神内核，也应该是今后中国画“一以贯
之”的文化基因。

方晓望在山水、花鸟、人物画方面都有自己的创新。统而言之，他的画在一个高度上实
践了李可染“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再用最大的决心打出来”的主张。站在这个高度上，方
晓望不仅对唐宋元明清古人的精华进行梳理，而且要对已经在中西融合方面做出卓然成就的
大师们进行分析，更要对西方绘画的优秀理论和技艺进行吸收，在全面继承这些艺术精华之
后，方晓望用自己的艺术才情，将其融铸成极具个人而貌的中国画作品。

方晓望的山水画，不仅吸收了黄宾虹的苍森，也吸收了李可染的浑穆，还吸收了贾又福、
朱新建、刘国松的时风，在此基础上进行观念与技术的整合。他的花鸟画，同样迥出风尘，
独具个性。在融进了光感与色彩互补的技艺之外，极大地发挥了中国画笔墨晕染的优
势，甚至一直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坚守的“大道必简”的法则。

方晓望：

在“把根留住”与“喝奶变牛”间思考
王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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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与书法爱好者共聚一堂，交流对笔
墨的体验———日前，中国美术馆以别开生面的
艺术沙龙活动代替了传统形式的开幕式，为
“翰墨传承———中国美术馆当代书法邀请展
（!"%$）”画上了“亲民”的色彩。据悉，此次大
展是中国美术馆继 !"%! 年首届该系列展览成功
展出之后又一次为观众呈现的书法艺术盛宴。

本届邀请展由“翰豪有仪”、“翰采从心”
和“翰圃积学”$ 个部分呈现，共有 &" 余位书
法家参展。
“翰豪有仪”的参展书法家均出生于 %'&"年

之前，已年近耄耋，其中有孙其峰、冯其庸、
欧阳中石、佟韦、李铎、刘艺、孙伯翔、张荣
庆、陈巨锁；更有姚奠中老先生已逾期颐。他
们伴随着当代中国书法的发展历程，承继近现
代中国书法发展的时序，勇拓当代中国书法发
展的洪流。这一部分展出的作品代表着这个时
段书法家们不遗余力发扬传统文化的拳拳之心，
以此张扬继承传统文化的信念，为中国书法的
承前传后“开枝散叶”。
“翰采从心”部分以 !" 世纪 &" 年代出生的

书法家的作品为主，书法家大多年过花甲、古
稀，如郭子绪、金伯兴、周俊杰、张海等，他
们在书法治学、组织、育人等方面，各有千秋；
在书法创作上，渊承有序，“从心”所适，堪

为当代中国书法的脊梁。
“翰圃积学”部分则遴选邀请取得书法专业

博士学位并有较高临池实践水平的 %" 位书法家
参展，包括韩天雍、刘灿铭、张羽翔等人。高等
书法教育在促进书法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中起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批批接受高等教育的书法
人才，由高校毕业步入各类相关单位，从不同角
度、层面从事着保护、传承和发展书法事业的重
任。

中国美术馆展览负责人表示，当代中国书法
经过近几十年的探索发展后渐趋平静、理性的多
元化表现。书法家们努力地从传统书学思想和现
代审美意识的二维角度寻找契合点，并从文化的
多样性中去认识、发掘、表现书法艺术的内在美
感。“这是一种较为明显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
有待在践行中校验，但它足以呈现当代书法多层
面的发展态势。”

对于热爱书法的青少年，中国美术馆还精心
策划了“艺术家教我来创作”专场活动，参展书
法家带领孩子们参观展览并导赏讲解书法之美，
然后在体验空间里现场讲授书法书写要领，指导
孩子们进行创作，其中的优秀作品将有机会在中
国美术馆的教育空间进行展出。

我认识晁岱双是 !""(年底，受欧阳中石先生之托，参加首
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会。岱双的博
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题画书迹研究》，对中国古代绘画上的诗
文题识的演变及风格特征，做了系统深入研究，获得答辩委员会
一致赞扬。答辩现场还布置了晁岱双等博士生创作的书法作品。
他的行书、草书写得流畅而有法度。这使我对岱双有了初步印
象：这位山东籍的博士跟随欧阳先生精研书法理论与创作已 )

年，打下扎实的学术功底，在书画理论研究及书法创作方面，均
已取得优秀成绩。

!""# 年，他进入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民国
时期的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请他为本科生
开设书法课程，我亦请他为我开设本科生课程 《中国美术史》、
研究生公共理论课程 《美术史论专题》，讲授书法史论专题，并
请他为我所带的学生开设书法史和创作专题课程。!"%% 年 %!

月，岱双完成博士后出站科研报告《民国时期书法研究》，获得
评审组专家好评。他现已到国家博物馆收藏部任副研究员工作，
开始了研究事业的新征程。

岱双从 ) 岁起开始练习书法，至今已 $" 多年。他于行书、
草书、楷书和隶书，均有一定的造诣。他的行草给人印象尤为深
刻。岱双从临习名帖入手，他对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及王献
之、王珣的作品，反复研究，特别是对王羲之的《兰亭序》及唐
怀仁集王羲之字而合成的唐太宗文《圣教序》，下力气临习，而
对“兰亭八柱”，岱双又最爱唐冯承素的“神龙本”。他的《临行
书神龙本兰亭序》，可谓神满意足，韵味深长，妙合古人。岱双
在研习书法的过程中，悟王羲之妙造自然、行云流水之道，得王
羲之妍美绚丽、圆熟雅致之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己的书法艺
术创作。

岱双的隶书创作颇具个性特征。他对汉魏碑刻细加研究，对
汉《曹全碑》之用笔圆劲、藏头护尾，对汉《张迁碑》之点画质
直、结体方正特点加以吸纳，并参考东汉桓灵时代的 《史晨碑》
《乙瑛碑》、魏《上尊号奏碑》、魏《王基碑》的波磔分明、清朗
沉雄之风格，进行隶书创作。此外，岱双对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
的隶书雄健挺拔之风格亦加以吸收，形成自己的隶书风格特征。
恰如岱双这位山东铁汉之稳健豪迈性格之精神写照，观赏他的隶
书，顿觉豪放之气，吞吐大荒，千钧之力，弥漫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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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任重，字千里，!"#$ 年生，

祖籍河北。其人心静如水，治学态

度严谨勤奋。故其作品不论山水、

人物、花鸟皆渊雅静穆，清逸高

古。从 %&&' 年至今，任重的画作

在每年大拍中不断取得骄人成绩，

让人称啧的不是价格，而是其孜孜

不倦的职业态度。

与道俱往 著手成春
———记书法博士晁岱双

陈池瑜

传统，从字面上看，“传”
是自上而下、时间性的长度，
“统”是自点及面、空间性的广
度。我经常在想，如果谈到 !%

世纪中国画，以及中国文化的
多元，弘扬传统无疑是最为重
要的一元。

前人曾说“士夫气磊落大
方，名士气英华秀发，山林气
静穆渊雅”，“心清则气清”，
就是讲作者心灵品质是什么，
画面上便反映出什么气息。
“善学古人之长，毋染古人之
短，始入佳境。再观古今画家
骨格气势、理路精神，皆在笔
端而出，惟静穆、丰韵、润泽、
名贵为难。若使四善兼备，似
非读书养气不可” （清·松年
《颐园论画》）。讲到后来，便就
又讲到了一个读书的问题。张
大千先生曾说：“画欲脱俗气，
洗浮气，除匠气，第一要读书，
第二要多读书，第三要有选择，

系统地读书。”这就是讲底蕴，讲内
涵，讲文化含量，讲文化传承。
“艺虽小技，可达乎道”，但我以

为“神乎其技，才可达乎道”。要想有
“神”，就不是哪位美术老师可以教的。
画中国画，不妨多一些中国文化的修
养，这样实际一些。我自己喜爱中国
的文史，是想有机会能够重新再去系
统地“补课”。

我初学画时，是以宋元花鸟入手
的，尤其对道君皇帝赵佶心仪。看晋
唐宋元的墨迹，气象多为雍容博大、
堂皇典雅，时或平淡天真、静谧清幽，
总体的胎息是雅正从容。笔法有放逸
简率，精神或许是轻松不经意，但气
象上是精严整饬，看似不经意处，实
则穷神尽气，惨淡经营。反之，即使
是极重要的，局部的描绘，也往往率
略简易，笔简意工，如入化境，传递
出博大、豪迈而又蕴藉的气象。中庸
有度，含蓄内敛，但又绝不是琐屑、
僵滞、纤弱、拘谨、呆板，全然是一
种气度和修养。我们看晋唐宋元乃至
明清晚近，诸多前辈大师之中，各科
各法兼擅的大师作手数量并不少，而
且很多人真的是在各个领域里都有扛
鼎力作在流传。

学习晋唐宋元，绝不是要回到晋
唐宋元，恰恰相反，晋唐宋元的辉煌
正应该是明清的酸颓、民国的混乱、
今天国画界的浮躁的最好的强心剂。
晋唐宋元那“十日一水”、“五日一
石”，一丝不苟，九朽一罢的敬业精神

和职业道德；不矜不伐、中正平和、
豁迈达观、潜心渐修的创作心态和人
格操守，恰恰是明清末流文人画家所
摒弃并在我们这个时代画人中间渐渐
湮灭的“古人之心”。

越是精深博大、源远流长的东西，
越是不可避免地会有精华糟粕，玉石
并存。这就需要分析、理解、归纳和
扬弃。历史上数次大型的复古运动：
韩愈、欧阳修、北宋末期绘画领域和
稍后赵孟頫提倡的复古运动，甚至西
方的文艺复兴，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和成绩。相反，破坏传统的“焚书坑
儒”、“打倒孔家店”都是以短命而告
终。

学习的目的和态度明确之后，还
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要结合自己
的性格、笔性等自身因素去选择师法
的对象。“融会百家，集大成，自出
新意”，是中国画家的极则，但是要达
到这一境界，谈何容易。“取法乎上”
是必要的，不能忽视渊源，溺于湫浍。
我选择晋唐宋元为向标，而仅把明清
作为参考，其实也是有很多别的原因，
比如说古典的审美意趣以及个人的文
化价值判断在起作用。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画高士这一类
的题材，因为从小格外喜爱这方面的
典故和书籍，也觉得其中有很多人生
的启示。中国古代伟大的几次文人雅
集，从来都是绘画和美术创作最好的
题材。兰亭文会、竹林七贤、竹溪六
逸、桃李园夜宴、香山九老、西园雅
集等，画这些题材，需要考证，引经
据典，练习驾驭大题材和章法的能力。
各个时代的衣冠器物、礼仪制度都有
区别差异，需要准确，所以又要去温
习彼时的画作和时代的气息，每次都
有一些收获。我自己更偏好魏晋时期，
有时候会画峨冠博带、木屐。开面喜
欢白皙、美容色。其实，这也是时代
风气，是魏晋风度的一个特点。当时
的士大夫讲仪表风度，也有品评人物
的雅习。 《世说新语》 里专门有一篇
《容止》 谈这些高士的“姿色”，当时
的士大夫都有敷粉、化装的习惯。具
体到创作每一个具体的人物时，除了
一定的夸张之外，考证和研究有时反
而更加重要。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上穷碧
落下黄泉”，只有阶段，没有止境。画
家一定要有广博深厚、艰苦精微的吸
收、积累，可以长于此，短于彼。我
得承认自己是在许多画科里学习，汲
取营养。各种题材其实并非是孤立的，
相反，彼此又常会起到相互影响的作

用。我自己创作的人物和花鸟画比较
多，种类也可以说不少；但其实我最
喜欢作山水画，因为最不长于此。有
时我会不厌其烦且周到地刻画环境，
比如一个茶炉、一柄如意或拂尘，配
置得宜，往往会更好地烘衬人物的特
性。当然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有时
过犹不及。但任何时候，虚实主次的
关系调整好了之后，服从于整体，恰
到好处的局部描绘，都会起到画龙点
睛的作用。

中国画倡导与自然融合、和谐。
玄学和老庄思想，是对中国画影响最
深刻的思想，不求闻达，无为而治。
儒家所谓的“游于艺”，今人谓“玩水
墨”、“玩抽象”……有时候难免会给
人一种错觉，认为搞艺术就可以不认
真。当代中国画家从来不缺乏游山玩
水、莳花养鸟、
丝竹管弦的小情
调，而恰恰缺乏
米开朗基罗那样
对待艺术的时刻
做“殉道者”的
准备。“文章千
古事，得失寸心
知”，画家还是要
用自己的作品去
说话。孔子说：
“不在其位，不谋
其政。”画家要讲
职业道德，“用
敬之道”，“画不
惊人死不休”，这
就是画家应有的
自尊，也是时代
赋予画家的责任。

历史上许多
杰出人物都比我
早成得多；我的
路还长。但的确，
有些成绩还是来
得太早，自己是
读圣贤书长大的，
也不想违背初衷。
无论如何，时间
是无可替代的，
就像酒的藏陈；
传统的力量也是
无可替代的，即
便短视的我们只
活在当下。

观瀑图 （纸本立轴） 任重

金泥玉屑册页十开 金笺纸本团扇*# 任重

仙台初见五城楼，风物凄凄宿雨收。

山色遥连秦树晚，砧声近报汉宫秋。

疏松影落空坛静，细草香闲小洞幽。

何用别寻方外去，人间亦自有丹丘。
（晁岱双书）

同题仙游观 韩翃

“翰墨传承”体验书法之美
中国美术馆当代书法邀请展（2013）举行赖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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