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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邵华泽先生的 !"华诞。!月 #$日，“邵华泽书法新作展”“邵华泽

世界风情摄影展”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开幕以来，每天都有众多观

众前往参观。在艰辛沉潜的艺术道路上，邵老说：我的目标是“自成面目”，这

是我对自己的要求。现在有一点自成面目了吗？

之

邵华泽，浙江淳安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历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解放军总

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现任中华全国

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西泠印社顾问，中国新闻摄影学

会名誉会长。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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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时候就应该痛快淋漓地

表达内心的想法，不能够为了方便

翻译而减低

对语言的追

求，这样的

损失是巨大

的，不值得

的。

———作
家 莫 言 认
为。

现今中国舞台的奢华风很严重，几

十年来场面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新，

而且越来越

复杂，这种

奢华的方式

与美学内涵

本质是冲突

的。

———导
演 张 艺 谋
说。

一个地方文气的养成需要像老

火靓汤一样文火慢炖，文化的建设

还是不要太

现实主义，

需要慢慢建

设，不要下

猛药。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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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至少是一个信号，相信在今

后的工作中，审查的程序和工作量

都会减少，对于电影行业从业人员

来说，是利

好消息。

———导
演高群书谈
对一般题材
电影剧本取
消审查的看
法。

我们这些从事视觉艺术的

人，都应该把文学当作一种基

本的素养，保持写作是一种非

常好的跟自

己交谈、感

受生活、理

解社会的习

惯。

———导
演贾樟柯认
为。

（苏 亚辑）

邵华泽在书房创作。 钱晓鸣摄

“这次书法展览没看以前，就和邵华泽同志
熟悉多年，知道他写得不错。但这次看了没想到
他写得这么好，特别是大幅的榜书，是规规矩矩
地好，无论是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还是苏东
坡的《赤壁怀古》突出了令人震撼的气魄，很了
不起！”书坛大家欧阳中石先生兴致勃勃地和我
说起了 !"#$年邵华泽军博书法展。%&高龄的著
名学者、书画家冯其庸先生说道：“我看后用 '

个字概括：大气磅礴，浑厚朴实。真不容易啊，
写得这么大！邵华泽先生原来并不是搞书法的，
这几年书艺进展非常大。他在人民日报当总编
辑、社长时，我们经常见面。”

因为同是杭州老乡的关系，我和邵老相识相
交 !&多年了，也多次在北京、杭州西湖畔，在
邵老家中和一些公益性的文化雅集上，看着他的
书艺数十年如一日地日见精纯。

这次展览最大的作品是隶书榜书 《大江东
去》，长 #(米，八尺整张宣纸 #$ 张竖排。八尺
一张宽四尺，加起来 )! 尺。巨幅榜书如此精到
气魄，实属不易。说起写大字，还是当年启功先
生对邵华泽的建议呢：你要在大字上下点工夫，
因为现在写大字的人很少了，像你这样能写大字
的人，少！

“启功先生那儿是真经”

在邵华泽学书的经历中，有两个人是起了关
键作用的。一位是在童年给他启蒙的乡村教师、
书法家父亲邵宗伯，另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启功先生。邵老说：“我小时候在父亲的指导
下，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练了几年书法的。”

邵老是 !&世纪 %&年代开始和启功先生相识
相知的。他凭着他的真诚深深打动了启功先生，
“启功先生知道我是真心诚意地请教他的。”

邵华泽善于吸收别人的优点是他的一大特
点。早在 #%*) 年，在 《从徐寅生如何打乒乓球
说起》一文中，他就认识到：“看见别人打球，
见到谁的方法好，就要设法把他学过来。”“集
各家之长，技术进步就快。”写隶书是邵华泽的
童子功，也是启功先生因势利导给他最早的建
议：隶书很难写的，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很难；你
要多写隶书，你的隶书还是有点特色。邵华泽
说：我根据启功先生的意见，第二年就定位为自
己书法学习、创作的“隶书年”。我父亲就是以
隶书见长的。
“努力向别人的长处学习，不是要迷信别人，

也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照抄照搬，而
要经过自己的思考、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因
而，他总是把着眼点放在创造上。”当年写徐寅
生那篇文章的观点已深入到邵华泽的行动中了。
他说，向启功先生学并不是学他那个“启功体”，
而是所有我在书法学习中遇到的问题都向他提出
来，他也一一给我回答。这是一条。第二条，
+%%% 年，我到日本办书法展之前，将准备送展
作品的照片送启功先生看，启功先生一张张地给
我看，给我评点，这是很难得的。这些我都在脑
子里装着。我对启功先生讲的有些基本的东西印
象很深。如启功先生讲，书法不是杂耍，不是表
演，书法是艺术，要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才能做
好。邵华泽深谙夫子之道，他对前辈学人的风骨
和方法论心领神会。
“启功是位教育家，而且思想一点框子都没

有。启功先生那儿是真经。”邵华泽每次说起启
功先生都有一种亲切和热爱。听邵老说启功先
生，每一个细节都那么生动、感人。

启功先生的话都落实在邵华泽的笔墨实践
中。邵老说，临帖启功先生也讲过，他说临帖必
须临，但是不以像为准，而以笔锋、字形、风格
为准，意到不到？我们过去有些老是以像不像为
惟一的最高的标准，这样人们就会把所有精力放
在像不像上面了，这不是一个最高的标准。关键
是临得意到不到，风格是不是和他一样，笔锋是
不是和他一样。当然，临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己
所用。启功先生说，我家里学书都是这个模式。

邵老说，我问启功先生握笔方法有讲究吗？
他说，随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就好比吃
饭，有人喜欢左手拿筷子，有人喜欢右手拿筷
子。有的是标准式拿筷子，有的是不标准拿筷
子，他们夹菜夹得好就是很好的。

启功几元钱的毛笔

和邵华泽的傻瓜相机

邵老的摄影被已故著名学者范敬宜誉为需要“仔细聆听
他镜头的诉说”、“发现他镜头后思考”的用心之作。这次
展览共展出了邵华泽在 ,*个国家拍摄的 ++*幅作品。

邵老说：这些作品都是在我工作出访过程中拍的，专门
为拍摄而去拍的一张都没有。为了拍照，我会在早晨早起，
在会议、活动的间歇中抓紧时间去拍。我每一张都可以讲出
故事来。

当我翻到《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这幅作品时，在那富
有线条提炼感的蔚蓝色海面上，画面右侧海鸥翱翔低回，左侧
鱼翅在海面摇曳徐行，奇妙而美丽。邵老高兴地说起了背后的
故事：这张特别漂亮。有些摄影家讲，我们一辈子都碰不到这
样的。这太难得了！我 $张底片，只有一张有鱼的。底片我放
在保险柜里了。这是雅尔塔，那天正好我们住在海边一个宾
馆，下午的活动正巧推迟了，我们就决定去海边转转，到海边，
有的去游泳，有的在沙滩上散步，我就拿着照相机到海边去
拍。我看着有鸟飞过来，我很想拍，对着对着，想等鸟飞得离
海面比较近一点拍，我隐隐约约看见后面有东西，就赶紧拍。
等到拿回国冲洗出来一看，底片有 $张，其中只有一张海面上
的鱼比较清楚。这也是碰到的。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看到邵老如此高质量
的摄影作品，我不禁对他所用的相机有了兴趣。邵老笑道：
我拿的相机大多是傻瓜相机，傻瓜机便于抓拍，我拍的底片
都在。比如 《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 这幅作品，还有这
张在桥下的很难拍到的《出水芙蓉》 （海边栈桥下，远处的
两个垂钓者和近景中的两个半裸女子），两个半裸女，很美，
很淳朴，都是胶片拍的。现在也用数码相机了，我很晚才用
数码相机，现在已经很少拍了。

这些情况如不是听邵老亲口介绍，真是很难令人相信。
与用傻瓜相机而能拍出如此精彩的照片相媲美的是启功

先生对用毛笔的态度。这一点也是受了启功先生的影响。邵
老说：启功思想非常解放，非常实际。比如说到毛笔，启功
先生对我说，不一定要很贵的，好用就行，我买的小毛笔往
往只有 !元、$元钱一支的，很好用的。

“以业余的心态创造了专业的成就”

启功买几元钱的毛笔也能写好字、邵华泽用傻瓜相机拍
出了专业级的精彩照片。这是为什么？邵华泽说：“摄影，
看上去很简单，但它是一种独特的艺术，也是一门涉及多方
面知识，检验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大学问。”范敬宜在谈到邵
华泽书法时说：“所贵者品，所要者魂”，技法、技巧都是
第二位的。“品”是一个人综合修养的集中体现。同时，范
敬宜认为：邵老从原来与摄影无缘到今天对摄影卓有成就，
不能简单地用“勤学苦练”来解释，而应该从他多方面的修
养中去寻找答案。

邵老在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他的实践
也是与他的理论相一致的。+%') 年他写了一篇题为 《沉得
住气》的短文中说道：“要沉得住气，首先要有明确的是非
观念。”“还得有一种科学精神，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把
自己在艺术上善于坚持巩固自己的长处，强化自己的优势特
点概括为：就是要认准。

邵老晚年的心态没有任何浮躁。他很少出门参加什么活
动，也很少串门。平常就是散散步，非常平静。这和邵老自
己的胸襟有关系，碰到的事情非常看得开，不会什么事都牵
肠挂肚的。这次展出的一幅自撰联颇能说明邵老的心态：
“一九九三年自撰联 多读书有益 少应酬无妨”。据悉，到
现在为止，邵老没有就书法接受过专访。有些电视台要录
像、摄像，要他讲书法，他都没有答应。

著名评论家、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评价邵老说“以
业余的心态，创造了专业的成就”。 中国自古就没有专业的
书法家，王羲之官至右将军，颜正卿四次出任御史。中国文
人的传统就是在生活中、工作中写字，写字是生活的一部
分，不是以写字为职业的。邵老对此深表赞同道：不这样，
就很容易失去地气。

爱好广泛 自得其乐

喜欢骑
自行车

开汽车

如今老年人锻炼身体的方式，大多是
散散步遛遛弯儿，但梅葆玖却喜欢骑自行

车和开汽车，面对我惊讶的眼神，
梅葆玖笑呵呵地说：“是啊，我
从小就喜欢开车，现在驾驶本还
有呢，不信给你看看。”国家规定
*" 岁以上老人的驾照每年都需要
年审，梅葆玖严格遵守这样的规
定，到医院检查视力、听力和心
脏机能等，所有指标都没有问题。

不仅是汽车，只要是驾驶和机
械有关的，梅葆玖都喜欢。年轻念书
的时候他就喜欢做航模、遥控模型，
只要有汽车展览他都去看。一次坐
国航的一架 (,( 飞机回北京，驾驶
员知道梅葆玖喜欢航模，就让他坐
在驾驶室机长的位置拍照留念，“回
头给别人一看，我改行了。”梅葆玖
幽默地说。

梅葆玖的爱好也特别广泛，在艺术上除
了演戏之外，弹唱歌舞、交响乐、歌剧都喜
欢，自己也会跳舞，这些都来源于父亲梅兰
芳的培养。梅兰芳年轻的时候还专门请老师
教自己跳舞，也要求梅葆玖学习一些舞蹈和
音乐，在一些交际场合中都用得上。

在生活饮食上，梅葆玖说自己从来就没
什么特别的顾忌，除了吃玉米油有点过敏其
他都可以，喜欢的就多吃一点，不喜欢的就
少吃，保证营养的同时，别吃太油腻的就行
了。中西餐他都喜欢，
出国到不同地区，就喜
欢尝尝当地的特色。平
时他也没有严格的睡眠
时间，根据工作需要，
早起晚起都可以，一闭眼就能
睡着，“对我来说，一切都是
顺其自然的。”如今这么大年
纪了，梅葆玖还是经常在国内
国外到处跑，他说这样人生才
有意思，人生就是要自得其
乐，工作做好之外，要多体验
不同的生活。

心态乐观 笑对一切

梅葆玖说自己能有这样的状态，都是源于
“乐观”，“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一个人活在
世上，什么事您别真着急，真着急就该得病了，
‘文化大革命’我都没着急过，那时候遭批判，
他们说我就听着，说我不对我就改造，该吃吃
该喝喝。”在这样的心态下，梅葆玖说自己没遇
到什么大困难，一切都是笑对，因此也没仇人
没对敌，“人际和谐最重要，以宽宏大度为人生
走向。” （据《北京晚报》罗颖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