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写主题性作品，对于很多著名
书法家来说，是一种例行功课，虽然
政治性强，没有自由创作的即兴挥
洒，但对创作的要求并不低：大字要
求气势磅礴、厚重凝练，小字追求玉
树临风、俊秀飘洒；在内容上，要熟
悉内容、理论的意义，要从中选择适
合书写的章句，在文字量大的情况下
要通盘考虑布局谋篇。而在技术上至
关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主题性创作词
汇重复字多，而书法创作最忌雷同

字，这就向创作者发起了挑战：有没
有王羲之写“之”的功底？

主题性创作，如果有好的主题、
好的立意，再加上优秀的书法功底来
体现，这样产生的作品自然能得到书
界的认同。

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
席赵长青认为，书写的过程也是学习
的过程，也是受教育的过程，更是自
我提升的过程。只有不断自我提升和
超越，才能创作出更多贴近时代、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作品，才能不断
地实现书法家的人生追求和艺术价
值。“我们的书法家要在书写时代
的过程中实现爱国、为民、崇德、
尚艺的职业理想，提升艺术家的人
生境界，从而使艺术与时代，艺术
与人生，艺术与生活有机地统一起
来。”

如果当代的主题性创作，其立意
能切合时代发展的要求，集中体现时
代的主题，其书写能够按中国书法传
统的格式进行创作，当代的主题性书
法创作，就能成为一种鲜明的书法形
式，对于普及书法与用艺术宣传核心
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借其形
而显其志，其目的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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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华文化联谊会、台湾美术基金会、中国美术馆、
台湾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当代艺术展”继
% 月在台湾展出后移师中国美术馆。$& 位两岸艺术家的
'"多件作品涵盖了绘画、雕塑、影像、声音和互动装置
等类型，形成琳琅满目的展览现场。展览别有新意的是，
两岸艺术家的作品首次一对一的并置展出，让人看到在
当代艺术领域两岸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创作特征。

本次展览以“交互视象”为题，集中反映两岸当代
艺术最新创作的面貌，体现了三方面的意涵：首先，展
览旨在探讨两岸当代艺术创作的“观看”方式，以“交

互性”为关键词，聚焦于
当代艺术多向度的观照方
式；以作品为对象，展开
微观分析，呈现当代艺术
面对现实景观、文化传统
和全球化语境等方面的多
维交互所作出的反应。

其次，本届展览首次
实现了两岸参展作品的一
一对应关系，两馆策展人
在遴选作品时注意到了两
岸艺术家在面对相近的表
现内容、媒介、观念时所
采用的不同的回应方式，
这种同质中的差异性正是
展览所关注和探讨的方面，

使得对话能够在相同的参照系中展开。因此，展览本身
也暗含着一种交互关系，深度再现两岸在当代艺术创作
中的互动与对话。

同时，除展览以外，两馆积极合作组织学术研讨和
公共教育等活动，使得观众参与成为交流的重要方面，
拓展交流与对话的维度。展览在台湾美术馆开幕后，组
织了由双方策展人和艺术家以及相关专家共同参与的座
谈会，座谈会上就当代艺术与社会发展、当代艺术对传
统的转换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形成关于当代艺术
“视象”背后的创作观念的交流与互动。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
迪安认为：两岸当代艺
术在传统媒介和语言如
水墨艺术的交流已十分
普遍，但在新媒体和综合创作
媒介创作上所反映的新观念、新思
维、新创意，需要以新的展览方式呈
现，这个展览抓住了两岸当代艺术的最新特
征，并且择优而取，体现了很高的艺术品质，
通过作品形成了对话，也实现了艺术家之间的交流。

“主题性”与“艺术性”能否兼得？
———主题性书法创作观察

张亚萌

中国梦、正能量、和谐文化……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概念性词语和社会热点话题层出不穷，书法界也应

时而动。不论大型的国家级展览，还是书法家个人展览，总能看见书法家们创作的与社会热点以及国家大政

方针相关的书法作品，也就是主题性书法创作。

这究竟是书法家关心社会时事的表现，还是其借机掩盖创造力的匮乏，抑或是借书法之名哗众取宠？

借其形而显其志

主 题 性
书 法 创

作，我们有时
候对它视若无

睹，有时候却能给书
坛吹来一股劲风———

中国书协顾问李铎写
《众志成城》 、张飙写 《百年
圆梦》 ……在历次抗震救灾的

关键时刻，或者在举世瞩目的荣耀时刻，总
能号召起全国的书法家为社会贡献更多的力
量。在中国文化体制的语境下，创作完善并

践行“主题书法创作”这一概念，或对中国书法界正风
气、扬正气有所助益。

但不可否认，一些书法家仍然对主题书法的内涵、
取材、基本特征和现实价值模糊不清，主题性书法创作成为一些
书法机构政绩工程的不二法宝：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揪出
一个概念，组织一批书法家来“创作”，做成展览请领导观摩一
番，但创作水平、策划理念、展厅设计却实在不敢恭维。

评论家周正康认为，这与当今社会格局的变化不无关系：中

国书法在现当代经历了一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
书法的社会担当和人们对待书法的心态以及从事书法的方式，都
发生了变化。当代书坛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下，人们从事
书法的动机已不能仅仅以单纯的“继承、弘扬”来进行概括。内
容空洞做作，表现力平庸无奇，观众不屑一顾，成为不少主题性
作品的典型“特征”，甚至有人说：主题性书法，那是老干部和致
力于混出名堂跑码头的人才乐意为之的事情。

书法家首先也是社会人，其创作空间应当突破千年以来一
贯流行取材的唐诗三百首、名人名言、俚语俗句，更
应该将目光投向与中国国情、政治、经济、文化、科

技、教育以及大众生活相关的广阔领域。关注时
事发展而进行的主题创作，取材于现实，服务于
现实，其中优秀的代表作能够具有福泽社会与福
泽人民的公共意义。

苏珊·朗格曾说：“艺术家表现的绝
不是他自己的真实的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
“书为心画”的“心画”，其内容不应全是书家自我
的情感，还应富含书家所面对的社会文化关系。从
这个意义上说，主题性的书法创作，如果能
够本着“因时而作，因世而作，因史而作”
的原则来提炼艺术思想与价值，
以主流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
先决条件来创作作品，
或许才能展现出既富有
时代精神，又可
体现艺术境界的
“大作品”。

主题创作因何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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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晓月 洪谷子

海峡两岸当代艺术“交互视象”
杨 子

模型：阿湿波 席时斌

石碇之乡愁停泊（油画） 连建兴

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 詹建俊、叶南

众志成城 李铎书

!" 世 纪
的中国画坛上，
有两位在工笔花鸟
画上的大家，一位是
于非闇，一位是陈之佛，
被后人誉为“南陈北于”。
他们不但给沉寂许久的工笔画
坛注入了新的时代气息，其鲜明
的画风也为今天中国画的创作提供
了经典的范本和启示。

日前，“妙于陈馨———于非闇、陈
之佛精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集中
呈现了北京画院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于非闇、
陈之佛精品 '"幅，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写生与
师法自然、个人涵养与风格创造等角度揭示中国画
内在衍变发展的普遍规律。

于非闇出身满族世家，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身上继承
了旧都特有的京味文化。他承院体遗风，得五代、两宋花鸟画
传统滋养，强调生活体验，注重写生，融入地域文化特点，吸收民
间及其他艺术养分，在内部解决了传统工笔花鸟画的发展问题。

陈之佛则具有开放的视野，探求东瀛、西方艺术及工艺图案与中
国传统工笔花鸟画的融合，借助“外部”力量完成了工笔花鸟画的传承与
创变。

于非闇与陈之佛的艺术道路虽然不同，但二人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
是在中年时期开始花鸟画创作；长期在美术院校从事艺术教育；同为美术理论家；

同具深厚的经史、文学根底。
如今，很多工笔花鸟画画家试图从不同角度对传统范式进行改

造，引进西方、东洋的观念与方法，强调作品的现代性，出现了
很多极富视觉冲击力的作品。在这种状况下，工笔花鸟画的
发展是否会偏离中国画的大脉络？
“于非闇、陈之佛的艺术实践，很好地回答了关于工

笔花鸟画传统传承、开拓发展等一系列的问题，也
填补了中国画发展中的一些空白。”北京画院院
长王明明说，两位艺术大师师古而不泥古，
精研古法的做法，赋予了他们作品中现
代情感与古代意韵的完美结合，从
而创造出工笔花鸟画的时代精
神。他们的人生经历与艺术
理念、艺术追求，对
于当今的艺术家仍
有很大的借鉴
作用。

读洪谷子
的山水画，给读者

带来的突出视觉感受是
满眼葱茏青翠茂盛，满幅群

峰起伏争耸，云烟激越冲荡。似
静实动，大动若静。其意境深邃入

云，气韵苍寒透骨，在天地间涌动着活
力与生机。
洪谷子对大自然山水的热爱到了痴迷的程

度，为了表达出“传山谷之神，绘山谷之美，做山谷
之子”的愿望，洪谷子也正与他所尊崇的古代山水画大

家荆浩的别号相同，这又多了一层古今相通的含义。
数十年辛勤的艺术探索和造化感悟，洪谷子形成了自己

的艺术特色。他曾经两次去西藏，到达珠峰 &""" 米处以及藏北
无人区。洪谷子在对大自然的写生
观察中，发现雨后云山界林有一种
流动美，然而，却无法找到一种笔
墨技法来描摹这种情境，于是经过
了上百次的试验终于探索出一种自
称为“冲墨法”的技法，使之笔下
的山水雨林更加神貌双全，奥妙多
姿。西藏的高处山水只宜远望，不
可近观。那里的山，多是褐中泛黑
的颜色，不长一棵树，惟存阳刚与
雄浑。它们与蓝天、白云、湖泊构
成了大跨度、大视角的不加丝毫修
饰的原始之美、宏阔之美。这是一
种近于中国古代美学所倡导的“大
美”的审美取向。

洪谷子的山水画既具有雄强的
气势美，又具有宁静的和谐美，群山
巍峨，峡谷幽深，丛林密布，云气蒸
腾。洪谷子的作品兼有豪迈与严肃
双重性，其间不仅饱含着画家对大
自然真诚的热爱，而且蕴藏着崇拜
和敬畏。正因为画家以“澄怀观道”
的方式，虔诚静心地体悟自然，才能

使画面衍化出动静相生相成之美，这既符合天地演化规律，也符合艺
术审美法则。

构图饱满，充满视觉张力，是洪谷子绘画语言的一个明
显特征。在构图上，洪谷子的大多数山水画作品属于
“高远大幅”一类，善于在有限的空间中营造宏大气

象与壮阔的格局。洪谷子绘画语言的另外一个特
征就是构图吸收了现代构成法则，以其科学的
创造性思维和抽象的艺术表达方式，体现
了艺术与技术的统一，突出物象造型的
整体感，增加装饰意趣。他也很注
意细部刻画，讲究线条笔力，故
而画面大块而不单调，单纯
中见丰富，既有北方派山
水之森严刚正气象，
又不乏南方派山水
灵动的韵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