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意象：王冬
龄的书法、绘画和银盐书

法”展日前在北京举行。这是书
法家王冬龄在北京的首次个展，包括

王冬龄 !"#$ 年创作的抽象水墨作品、银
盐书法作品，有力地呈现了书法笔触与线条

抽象的紧密关联。
王冬龄现为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主

任，是国内公认最杰出的当代书法家之一，与 !%世纪

十大书家，如林散之、陆维
钊和沙孟海一脉相承。王冬
龄的艺术实践具有极强的实
验性，涵盖了基于笔势墨韵
的抽象画，将书法引入特定
场所背景的行为艺术，还有
在相纸上浑然运笔的银盐书
法。

王冬龄的创新为新时
代重新阐释了历史性书法
实践的两个方面———通
过行为创造，并融合姿
态抽象。他的巨幅书
法表演向公众展现了人笔合一的逍遥境界：艺术家在笔
端可及之处执管挥毫，肢体随墨痕扭动，观众可尽收
眼底。王冬龄的书法抽象使书法的笔势、形态和空
间突破了文字的局限得以释放，无异于超脱了词
曲的纯然乐章。

王冬龄的抽象水墨被称为“抽象艺
术”、“书法绘画”或“书法抽象”。

在这些作品中，他意识到书法与
西方抽象的共通点是人类的

“涂鸦”本能。然

而，半世纪日复
一日的笔墨训练使王冬龄
的线条作品独异于西方的抽象表
现画作。更重要的是，书法生于空白，
一笔呵成，即兴而作，便将整体形状和空间
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

因此，王冬龄抽象作品中的书法在于通过线
条造型表达精神思想：“音乐家凭借声音展现心灵
巨大的力量；画家以色彩、块面等形式探索精神与物

质之间无穷的运动，
而诗人依附于文字的
能指和所指功能对世
界进行着没有终结的
诘问和感喟。作为一
名书家，则是在线条
的运动节奏中，赋予
作品某种模糊而又无
法传达的精神力量。
艺术是言说，而线
条的言说则是一
种独特的言说。”

本次展览
由斯坦福大学教授林似竹 （&'())* +'(,-.//） 担任策展
人。在她看来，!% 世纪期间，中国书法凭其立于抽
象的渊源搭扣起中西方艺术相互借鉴的纽带。尽管
中国艺术在上世纪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书
法保持了文化的纯一性。在过去的 !% 年间，
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转而青睐当代中国书法
实践。王冬龄的作品便是这一新近趋
势最显著的例证。

图为王冬龄“墨意象”

展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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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书法”看什么
张亚萌

日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政协文史馆、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收

藏家协会、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国际中国书法

家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的“岭南名家墨迹展”上，孙中山的 《博爱》、梁

启超的书作 《义心侠骨》、宋美龄画作配上蒋介石的书法……这些名人书

法，富有文献意义，艺术水平高，让观众大饱眼福。

然而，不是所有“名人效应”的书法作品都有如此水准。近年来，一

些演艺名人也热衷于书法创作，得了名气，却难见艺术。

王冬龄的“墨意象”
赖 睿

“名人书法”来抢风头

如今，“名人书法”大有抢走“书法名人”之
书法风头的趋势。赵本山的 0个字“龙腾凤舞”能
拍出 1!万元高价，张铁林的书法作品可以拍得 234

万元，冯小刚与曾梵志合作的油画能够拍得 #5%%

万元……演艺明星写个字、涂几笔就能换钱的噱
头，引发书法界的一片吐槽。

众多“书法名人”以艺术水平分出名气的大小
与市场价格的高低，而“名人书法”则只跟挥毫者
的名气成正比，如果谈及其中的艺术水平，公众只
能顾左右而言他。

当今社会热衷于追逐明星、名人的现象与风
潮，造成了“名人书法”的泛滥。本来用于陶冶情
操、修身养性的书法，却因明星的身份，而拥有了
名人效应，拥有了更多的附加值。书法，只不过是
名气的一种载体和附属物。

在不远的过去，书法名家大部分是因其才学、
作品达到一定艺术境界，作品获得一定知名度后，
本人才开始逐渐有名气的。这种“人鸣于字”的
“惯例”，在今天通常被“字鸣于人”的现实所打
败———只要作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其书
法作品就很容易受到追捧和围观。

功底与内涵最重要

然而，书坛上还有另外一类社会公众都熟知的
“名人”：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何香凝、高剑
父、陈垣、叶恭绰、陈树人、高奇峰、李宗
仁、孙科、宋庆龄、黄君璧、林风眠、关
良，还有广泛结交革命志士的佛门子
弟苏曼殊，以及人帅字更帅的胡汉
民和人生经历堪比陆小曼的篆刻
女杰谈月色……在“岭南名家
墨迹展”上，民主革命家、同
盟会元老、国民党开国元勋、

民国时期社会名人的书作汇聚一堂，展现出岭南地
域文化艺术的多重面貌。

如果说，明代岭南书法最大的特色是以陈献章
为代表的“哲人书法”，清代是以梁佩兰、汪后来、
谢兰生为代表的“诗人书法”与“画人书法”的
话，那么，自 !%世纪初以来，岭南书坛则是哲人、
诗家、革命者、烈士、释氏、文艺家的天地，而少
见所谓纯粹的书法家。

这些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纵横捭
阖的社会名人，因其经历、修养，其书法也有可观
之处。“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出的‘尊碑
崇魏’之论，确立了碑学书法与帖学书法并驾齐驱
的地位，他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堪称碑学书法的突出
代表。而叶恭绰、邹鲁和其后秦咢生等人运碑入
帖，丰富了书法的审美领域。帖学名家多为学者名
人，擅楷书与行书，作风端庄秀雅。书法家麦华三
发扬了这一传统。篆书名家邓尔雅与简经纶、学者
容庚与商承祚等，尽善尽美。一代伟人孙中山，虽
不以书名，然其书法宽厚雍容，俱见襟怀气度。民
初以来一批广东籍军政要人和学界名流的书法，也
都颇为可观。”评论家薛永年说。

或许，这些“字鸣于人”的非专业书家，其作
品的内涵比起“气息不与文人通”的专家来，要深
刻得多。
“人鸣于字”还是“字鸣于人”，并不应是当今

书法界纠结的问题，关键在于人的修养与功底，在
于字的创造与内涵。至于演艺明星一类的“书法”，
实在不应是我们探讨的问题。

广东人，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
早年从师关山月、黎雄才等岭南画派
大师，上世纪 5% 年代即以 《春闹葵
乡》、 《西沙丽日》 等国画作品成名
于世……这些经历足以让人把画家陈
章绩视为岭南画风的代表。他把岭南
意蕴孕育画中，郁郁勃发，稳稳然自
成一体。

陈章绩是一名全面的画家，并在
山水画、花鸟画领域颇有建树。人们
欣赏他在上世纪 6% 年代创作的一些
植物写生，如 《水草写生》、 《水稻
写生》，画面简约中彰显出沉静高贵，
仅从墨色干湿浓淡的运用以及笔线勾
勒，便可看出画家的艺术涵养。这些
画真切地反映了画家当时的内心感
情。陈章绩一直秉承着“笔墨当随时
代”艺术主张，创作了大量具有鲜明
时代气息的作品。他刻苦钻研中国画
的传统技法和理论，继承传统绘画的

精粹，但努力摆脱中国画中一
些陈陈相因的表现模

式，勇于创
新 。
他吸
收了

李苦禅、郭味蕖、关山月等诸家之
长，把自身某些心性的东西融进花鸟
画创作，探索带有个性的笔墨情趣。
他的花鸟画色彩绚丽而纯净，笔的轻
重缓急和墨的浓淡虚实自然舒缓，控
制有度。因此，人们在他的繁华点点
的红梅中，在松竹梅相互辉映的岁寒
三友里，以及在春色秋艳的烂漫图
中，都能透过表面的喧闹，感受到画
面背后的平和与文气。

山水画最能表达画家内心深处的
情感。画家在自然景色中往往需要寻
找到抒发内在情绪的素材，通过酝
酿，使之在艺术上升华。保持宁静致
远心态的陈章绩，上个世纪 2% 年代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之后，作品却表
现出激情与澎湃，反映出他性情中原
来就具有的豪迈、强健的一面。这期
间，他的山水画往往取材白瀑青松、
云海苍翠、苍松古道。他特别喜欢画
瀑布，巨大的瀑布以排山倒海之势从
天上飞流直下，用笔用墨激昂豪放，
又不失理智经营，形成跌宕起伏、气
势宏大、内敛稳健的艺术风格，真有
“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
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
的气势。

陈章绩曾为自己的一次个展取名
“奔腾不息”。陈章绩用奔腾的水自勉

和明志，表示他的一生不停留
在一个地方，要永远向前。的
确，从立志从艺开始一路走来
的他，牢牢把握住奋斗的方

向，在笔墨间勤奋耕
耘，没有丝毫懈怠。他
的艺术创作，不拘泥古
人，不沉迷于自我，始
终走在不断创新的道路
上，取得了令人称道的
成就。这正如：江水滔
滔，奔流不息，百折不
回，归向大海。

奔腾不息 面向大海
———陈章绩的艺术创作

邵大箴

日前，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关山月美术馆、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等主办

的“岁月悠悠———陈章绩中国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共展出陈章绩先

生历年创作的花鸟、山水、人物题材精品近百幅，展现了他从艺一生的累

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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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日，台湾著名的中国美
术史学家、书画鉴评家傅申先生，应中
国国家博物馆之邀举办名为“傅申学
艺展”的书画印个展。长久以来，傅申
先生在国内其学术成就为艺术史学
界、书画鉴定界所熟知，其艺术家的才
华，始终被淹没在学术成就之下。今次
展览，让人了解到学者身份之外，另一
个作为书画艺术家的傅申。

本次展览以“傅申学艺展”为
名，显示了傅申先生一贯低调谦逊的
学者风范。展览作品涵盖了傅申从青
年时代起直至今日的书法、绘画、印
刻及书法刻瓷作品。

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并未让傅申
停止艺术创作的脚步，反而助益于他
的艺术创作。傅申先生的书法，无论
是行、楷、草、篆、隶，各种字体挥
洒自如。书画鉴评家薛永年评论其行
楷书法：“优入法度，能融宋元明各
家的因素，形成自己的精神体貌，小
字精雅遒美，大字端严流畅，笔势遒

劲而畅达，点画恣肆而
严谨，堂堂正正，很少
求奇用险，可谓骨强筋
健，外耀锋芒，这也许
反映了他崇尚的精神品
质。至于他近年书写的
大幅，更表现出无心求工的
苍劲和老辣，充满了阳刚美
的豪情。”

在绘画方面，傅申先生
!% 多岁便展现出极高的天分。他
的山水抚古之作《临夏圭溪山清远
图》，其笔墨之精妙老到，连沪上
书画界大老如谢稚柳诸前辈皆惊为奇
才：“此《临夏圭溪山清远图》久着
于世，为吾友君约兄少年时所模，盖
得其笔，故能备其神，信非易事。然
君约数十年来，久疏笔砚，此道顿
歇。如此才情，弃如敝屐，深足惋惜
矣！”此次展出的绘画，均系傅申先
生青年之作，最早只有 !! 岁，最晚
的也还没有达到而立之年。其中一类

属于临
古，几
乎都是
长卷，如《临
董源溪山雪霁
图》、《临夏圭溪山清
远图》，无不形神俱
似，笔精墨妙；而另一类则是古法记忆
写生或古法创作。其中的《日月潭小
景》和《小塔山烟云》，以古法描绘所见
名胜印象，既敏锐地抓住了名胜特点，
又构筑了淡荡清幽或高旷雄伟的动人
意境，笔墨亦简当精到。

书画印的艺术实践，是傅申先生
从事书画鉴定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基
础，而傅申先生的学术研究，又反过
来影响着他的创作风格以及特点。学
术与艺术双携并进，这也正是一个美
术史学家，尤其是作品鉴定家的鉴定
法眼高人一等的所在。傅申的学艺历
程，借用薛永年先生的一句话便涵括
了所有：他先是艺术家，然后去做艺
术史家；成为艺术史家，而不懈艺术
之追求。

“傅申学艺展”在
国博举行

晓 鸣

秋景山水横幅 傅申

北京之春系列之二（中国画）熊广琴

“行云流水”熊广琴作品北大办展

“行云流水———熊广琴作品北大展暨文集《种花集》 首发”式近日在
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展厅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中国国家博物馆专
职画家熊广琴近 #4 年来的绘画和书法作品 4% 余件。熊广琴是一位多年
来在绘画、书法和文章等几个方面用功修炼的画家，其作品在形而上和
形而下两个方面皆有深层次思索和实践，独抒性灵、笔墨凝练单纯、气
格清逸，简约高华中透着几分现代意韵。作为文人气质型的画家，熊广
琴多年来在书画创作之余写作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并结集出版了 《种
花集》。本次活动由王鲁湘担任学术主持，杨晓明任展览策划，中国国家
博物馆书画研究创作中心主办，北京大学会议中心和中央电视台新影制
作中心《中国当代画家》编委会协办，青藤书画艺术研究院承办。

（宣 如）

春愁图 苏曼殊

商承祚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