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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文化建筑交响曲”

自从 !"#$ 年进入天津大学
建筑系学习，张华就再也没有离
开过这个校园。刚毕业的时候，
系里老先生们对张华的评价是
“不循规蹈矩的倔人”。上世纪
$% 年代，“风格张扬”似乎不
是一句对年轻人充满鼓励的话，
尤其在建筑界，风格张扬、充满
个性的作品，几乎没有被建起来
的需要，也没有建起来的可能。
&% 至 '% 岁是建筑师的黄金年
龄，张华却在此期间原地踏步，
虚掷光阴。

好在那时候的张华除了有自
己的玄思妙想，还是一个学院基
本功过硬的年轻人，符合委托方
需要的设计，他总是尽心尽力，
颇受好评。就像当年的很多艺术
家一样，虽然对现代艺术满怀热
情，但却从传统艺术起步，一点
点地探索着自己的艺术空间与艺
术语言。

现在，张华最感兴趣的是设
计文化建筑，因为在世界范围
内，博物馆等文化建筑除了展示
各类藏品，还是一个展示建筑的
舞台，而各国各地区的文化建
筑，本身也是一场建筑秀。从天
津蓟县地质博物馆、陕西宝鸡青
铜器博物馆、柳州奇石展览馆、
余庆成泥塑美术馆，到正在构思
的海南植物博物馆，张华已经奏
响了他的“文化建筑交响曲”
———他的这些作品，最大的看点
是没有半点雷同，从语言到符
号，从造型到流线，每一件作品
都是独特的音符，这种独特性，
正是张华的心思所在。

石头与数学

熟悉张华的朋友都知道，他
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
奇石。张华这人很有一股倔劲，
只要迷上什么，就轻易不会出
来。那时候，张华把辛苦设计所
得的酬劳几乎都换成了一块块石
头，许多朋友觉得他“疯掉了”；
近两年，名贵奇石价格暴涨，朋
友们又都夸他“有眼光”。其实，
当初张华玩石头压根儿没想过升
值，只是凭着直觉，觉得那一块
块造型各异，沉睡了上亿年的石

头出乎艺术家的想象，是真正鬼
斧神工的大自然艺术。

也正是从这些石头上，张华
创造了建筑“流形”的概念。
“流形”的概念严格来说是一个
数学概念，但是在张华的理解
中，数学、哲学甚至宗教，都可
以在建筑空间结构里体现出来。

在张华的设计理念中，“流
形”建筑是一个自然、物理或化
学等过程的抽象表现，与之对应
的建筑空间形体是处于一个不断
变化的过程中，每一个局部都与
左右相邻的部分相似又不相似，
是一连串持续在改变中的过渡实

体，兼具拓扑和分形两个特征。
所以，在张华的设计中，既有来
自于奇石的感性色彩，也凝聚着
来自于数学的理性色彩，同时饱
含着东方的内敛和西方的张扬。

像一块泥巴撞向大地

对于一个城市，人们对它的
第一印象往往源于建筑。“即使
如此，建筑也不是永恒的。”张华
更愿意相信一切只是一场过程，
在时间的刷洗下，建筑会有它的
青春期，也会走向衰老，走向枯
竭。在对学生们讲解如何用建筑
体现建筑的生命力时，张华往往
会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摔泥
巴。在一块泥巴离开你手心撞向
大地的时候，它的状态应该是最
有生命力的。它充满张力，穿越
时空，充满爆发力并随时准备改
变形状。几乎在张华设计的所有
建筑中，都充满着节奏感、不确
定的张力与仿佛随时可以改变的
造型。

在张华看来，建筑作为城市
里体量最大的公共艺术形式，应
该更加体现文化创造力。凝聚着
冲击力与创造力的建筑，可以改
变一座城市的气质。而平庸的建
筑，只会让城市愈加平庸。他最
大的愿望，就是我们的土地上，
能够更多地伫立着我们自己建筑
师的作品。

每每在夜深人静的工作室中
神游，张华会随手在纸上勾勒一
些有意思的草图，这些没有甲方
委托设计的建筑草图天马行空，
就像是一只只在蓝天上自由翱翔
的飞鸟，只有它们自己知道，将要
飞向的乐土，是多么的富有诗意。

我得识刘绍刚先生已有年头。他曾从
学于山东大学名师蒋维崧先生门下，后随
蒋先生临写商周金文，进入古文字书法的
殿堂，书法、篆刻均辑有专集行世。不惟
尽得师传，更能弘扬光大，多有创作，知
名于学术界、艺术界。即将付梓的这部作
品集，利用殷墟卜辞、西周金文、春秋战
国时期的齐系、晋系、楚系、秦系金文及
楚简、秦简与汉隶等多种书体，尽显灵心
妙手，俱能形神兼备，实在是古文字书法
中难得的成果。

以上我用了“古文字书法”一词。什
么是“古文字”，什么是“古文字书法”？
中国古文字学所讲的“古文字”，是指汉字
发展的早期阶段，从文字的萌芽发生开始，
下限现在学者一般断到汉初。中国古文字
的一个特色，就是文字从一产生起，就与
书法密切结合，而且文字发展的每一阶段，
都有着与该阶段相对应的书法风格。比如
殷商甲骨文的书法，西周至春秋早期的书
法，春秋中晚期以至战国的书法，秦汉的
书法，各有明显的不同。不过这只是文字
发展各阶段自有的书法，还不是“古文字
书法”。
“古文字书法”是在“古文字”本来隶

属的历史阶段业已过去，后来的书法家通
过对古文字的鉴赏研究而模拟形成的特殊
书法。这是中国书法一个特有的分支，在
书法史上有其特殊的传统和地位。

真正的古文字书法，要迟到近代才确
实形成。晚清以下擅长此艺的书法家，诸
如吴大澂之写金文，吴昌硕之写石鼓文，

罗振玉之写甲骨文，各有新创独到，脍炙
人口。尤其是董作宾先生，在推广甲骨文
书法方面极有建树。这些著名的古文字书
法家，所学各有专长，能够像刘绍刚先生
这样上下纵横，兼擅各种古文字书体的，
尚属罕见。

刘绍刚先生之所以有不同于前人的造
诣，也是时代际会使然。正如一位评论者
所说，其间有双重的因缘：既缘于当世新
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大大超于前代，同时也
缘于当今古文字研究的水平大大超于前代。
刘绍刚本人就是古文字研究的专家，长时
期从事简牍、帛书、玺印等方面的整理研
究，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任古文献研究
室的主任，并主编《出土文献研究》，这为
他推进古文字书法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基础
和条件。

在文化学术界，有一个很流行的提法，
叫科学与艺术的统一。这个提法最早谁提出
的，不太清楚，可至少李政道先生逢人就谈。
我想李政道先生和其他先生主要讲的还是
自然科学。然而科学不仅是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也是科学。从科学与艺术统一来看，绍
刚先生的这本作品集就是把科学和艺术统
一了，他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这
种科学的成果与书法艺术的创造很好地结
合在一起。这就让我们明白，什么叫科学与
艺术的统一，其本身就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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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风和畅 刘绍刚

张华：建筑就是梦里的奇石
马 驰

作为一位建筑师，张华最近总在纠结于他的梦境。在梦里时隐时现的一些幻境，让他

在对着设计图纸冥思苦想的时候，有时豁然开朗，有时却愈加困顿。其实，张华的朋友都

认为：他不是一个过于相信灵感的建筑师，虽然那些出自他的手笔的作品往往被评论者认

为有着“出乎意料的造型”、具有“梦幻般的色彩”，但是，除了最初的设计动机，他更愿

意让这些有着不一般空间造型的建筑，在数学原理中找到根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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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庆成泥塑美术馆宛如一块未定型的大泥巴

如梦境般的海南植物博物馆

上世纪 *+ 年代便 以
“中国第一摄影师”成名的
郎静山，其作品此次在中国
美术馆有了首度集中亮相。
近日，由中国美术馆、中国
摄影家协会、亚洲影艺联盟
（台湾）、郎静山艺术文化发
展学会 （台湾） 共同主办的
“静山远韵———郎静山摄影
艺术特展”举行，百余幅作
品展现了郎静山用摄影表达
中国传统美学、宣扬中国传
统文化的毕生努力。与此同
时，郎静山之女郎毓文还向
国家捐赠了郎静山摄影作品
,-& 幅，为中国美术馆永久
收藏。

早在上世纪 .+ 年代，
郎静山将西方舶来的摄影术
与中国传统的画理相融合，

运用绘画技巧与摄影暗房曝
光的交替重叠，创造性地开
拓出“中国集锦摄影艺术”。

,".$年，郎静山担任上
海时报首任摄影记者，成为
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摄影记
者。此后他成功地进入国际
众多的摄影比赛。,"/.年创
作的《柳荫轻舟》入选日本摄
影沙龙后，,"/&年，以黄山峰
树为主题的第一张集锦摄影
作品《春树奇峰》满载着世人
的惊羡眼光问世，从此开启
郎静山在摄影艺术创作道路
上的辉煌里程，创下了 ,+++

多幅作品在世界沙龙摄影界
展出、屡获大奖的纪录。,"&&

年，美国摄影学会为他举办
摄影展，曾巡回美国 /" 个城
市展出，,"$+ 年还把他选为

世界十大摄影师之一。
作为中国的画意摄影之

先驱，郎静山的摄影作品重
在表达中国画的美学意境。
其作品讲究构图，有宋元山
水大气磅礡的风貌，又有文
人画的淡泊特质。郎静山与
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等
文化名人交往密切，用镜头
记录了很多文化名人的身
影。

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
先生评价说：郎静山先生是
摄影界的山，其在摄影界的
地位相当于画界齐白石、张
大千的地位。他将中国文化
精神整合进了西方摄影术当
中，使得他的摄影作品独具
中华文化气韵，因此展览命
名为“静山远韵”。

郎静山：用摄影表达中国传统美学
赖 睿

衬花彩云 郎静山

毗邻国子监与孔庙，日前，“国
风———中国油画语言研究展”正式为北
京大都美术馆拉开序幕。该馆由知名艺
术家靳尚谊担任馆长，拥有丰富的油画
馆藏。在亮相的首展 ,&0幅作品中，包
括了李铁夫、徐悲鸿、刘海粟、吴作
人、刘小东等人的作品，其中不少为大
都美术馆历时 ,+年收藏的珍品。

可以说，大都美术馆的建筑本身就
是一件艺术品。这座美术馆由获得有建
筑“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策奖的世界
知名建筑设计师安藤忠雄设计，以优雅
灰色调为主体，巧妙地融合着北京胡同
的市井风情，其间隐现的“中国红”廊
柱及中式的窗棂等呈现出东方古典的意
趣，而喷薄流淌的水幕院墙又为这里平
素静穆的街景增添了灵动的气韵。

油画从明代中期传入中国，迄今已
有 &++余年的历史。但靳尚谊指出，油画
正式走进中国是在一批中国人留学西方
学艺之后，其实我们向西方主动引进油画
的历史只有百余年。大都美术馆将定位于
中国油画艺术的探索、发展，从艺术语言
变化的角度，去寻找那些在各个时期起关
键作用的中国油画作品。据悉，它是国内
首家定位于油画专题陈列的美术馆。

与国内美术馆新建高潮中“只建场
馆，没有藏品”现象不同的是，大都美
术馆早在十多年前便开始了馆藏品的收

藏。目前，馆内藏品已接近千件，作品
涵盖了中国油画艺术史 ,++多年里各个
时期的重要作品，包括秦宣夫、颜文
樑、靳尚谊、詹建俊等人的作品。

首展“国风———中国油画语言研究
展”亮相的 ,&0幅作品浓缩了一部中国
油画百年演进、变迁的历程。展览以油
画的语言风格演变为线索，从一个新的
视角阐述中国油画百年演进、变迁的历
程，从研究中国油画发展的几个重要的
转折点出发，选择了百年油画史中具有
代表性的艺术家的部分作品进行展出，
作者包括吴作人、董希文、罗工柳、吴
冠中、杨飞云、罗中立等。展览按照中
国油画的发展历史分为 &个部分：引进
与起步、现实主义与写实方法、思想解
放与艺术开拓、新世纪的探索，梳理了
中国油画发展脉络，力求为百年来中国
油画艺术语言风格的变迁和发展提供重
要的研究史料。

“国风”拉开大都美术馆序幕
王 玥

爽秋 朱乃正

中国画坛女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邵飞，以“梦归家园”系列创

作闻名。日前，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共同主

办的“梦归家园———邵飞捐赠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了

邵飞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的油画创作“梦归家园”系列 &'件，以及

,"$+年以来创作的“救荒本草”系列、“山海经”系列等彩墨画

'+件。

邵飞，北京画院专职画家，其绘画创作具强烈的梦幻而神秘的

超现实主义色彩。“梦归家园”系列创作始于 ,"""年，是根据明

代万历年间盐运使兼文人汪廷讷的私家园林“坐隐园”的白描木刻

长卷《环翠堂园景图》所画，以油画的语言描绘中国古代文人的园

林，古与今，中与西，现实与梦想均交融于这家园之梦中，似真似

幻，似醒似梦。“梦归家园”系列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传统的文化情

怀与个人性情的交织，是一部超越时空的“精神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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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等受聘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日前举行聘任仪式，冯
其庸、刘江、吴平 （台湾）、李铎、沈鹏、陈声桂 （新加
坡）、欧阳中石、高式熊受聘成为新一届顾问。01位受聘研
究员包括韩天衡、骆芃芃、石开、苏士澍、陈建坡 （新加
坡）、山下方亭 （日本）、权昌伦 （韩国）、尾崎苍石 （日
本）、陈坤一（中国台湾）、熊伯齐等。韩天衡出任中国篆刻
艺术院名誉院长，骆芃芃出任中国篆刻艺术院院长。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说，和以往不同的是，在这
些新聘任的研究员当中，外国的学者和艺术家增多了，年轻
杰出的艺术家的比例增大了，并且还有印文化方面的专家加
入，扩大了篆刻艺术的内涵和外延，为篆刻艺术院注入了新
鲜血液。 （晓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