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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愈愚”之我见
李 燕

我有一方父亲苦禅老人一生常用的
印章，印文“以学愈愚”，多年置于画
案，使用频率颇高，现为我最珍爱的印
章之一。

以经久不断的学习来补充知识的不
足和认识的偏见，是提高素质的最根本
的办法。这是谁倡导的？我们自然就会
追溯到孔子、孟子、荀子等圣贤。论
“学”之重要的语录和文章，自古至今俯
拾皆是，其中当以荀子 《劝学篇》 最为
普及，故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所阐明的。学习是个长期的过程，大多
数中国人都知道。

知道归知道，做到就不容易了。关
于国人不爱读书，不喜看报的各种报道
常见于报端。这对于一个有着几千年历
史的文明古国来说，很是令人遗憾，甚
至可以说，令人恐惧。

清除心灵“雾霾”

怎么样才能清除人们心里的这种
“雾霾”呢？可能和改善空气质量一样，
第一是要减少排污。这需要很费些气力。
因为它不是技术性的，不是光靠外界的
“停产”和“限行”就能解决，而是要靠
内心的减少甚至抑制多种诱人的贪欲才
行。

第二是要靠学习。以知识充填清除
了“雾霾”之后的空间，占据心灵中被
净化的部分。此话如果在过去说可能还
容易———“开卷有益”嘛，可是现在说已
经不容易了。因为书籍出版太容易了，
许多“卷”不但并非是有益之书而且还
有害，这从时常曝光的盗版淫秽书籍、
光盘和互联网的新闻报道中，就能深切
感到这种不良读物对人造成的危害。

那么我们应该读什么呢？我的经验
是，冷静而有目的的选读。我选择的首
先是中外经典———文史哲与最新科技知
识成果，并且留心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选择的标准是“真、

善、美”，以人为本。我体会，对经过历
史考验的文章和著作，能伴随着年龄、
阅历的增长会逐步加深理解，有的会出
现质疑，有的会更加深入。比如说 《红
楼梦》，青少年读的是爱情故事，职场人
员读的是社会人情，老年人读的是人生
体验……同一句“身后有余忘缩手，眼
前无路想回头”，不同经历的人体会绝不
一样。一本经典，它的作用是无限的，
多角度的，其中滋味似乎体会不尽。

几十年中，我读书的范畴不仅多在
上面所及，也关注报章上有关的学术动
态。另外苦禅老人很重视笔记体的“小
文章”，言简意赅，有情有趣，还颇有道
理，这也为我从小读书提供了一种导向。
至于几十年来我对易学的研究更加迫使
自己不但细览通行版本的《易经》，而且
随时关注新出土的古代《易经》学的帛、
简本和同代学者的研究新动向与成果。
这种从幼年到如今的学习习惯和自己养
成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使我能保持
着学术头脑的灵活性和联想思维的敏捷。
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爱“以学愈愚”
这方印章的原因。

艺术与科学的互补

以“勤学”来纠正自己的不足，这
是我的座右铭。由此我也坚信“天道酬
勤”。

在当今的科技空前发展的时代，我
不理解、不知道、不清楚的方面太多了，
科学新概念、新技术的更新换代令人目
不暇接。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对诸如太
空科技的特别关注，没有耽误我与一些
科学家的交流。我打心底就喜欢研究和
学习这些影响人类现实和未来的新知识，
过去的技术才达到什么程度啊，不学新
的行吗？因为它正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
人文思想。

从我小时候做成第一个矿石收音机
开始，到现在能理解现代科技也挺不容
易的，因为我是学传统文化和绘画的，
从文化艺术领域到科技领域，横跨着多
少的知识沟壑啊！像达·芬奇那样的天才
毕竟只有一个。如果有一天我要能发现
对“暗物质”的应用方法，那一定会被

称为“当代达·芬奇”，当然这是妄想的
开心果。然而艺术与科学之间的互补关
系却是不容置疑的。钱学森先生与夫人
蒋英女士就是一个例子，钱先生说夫人
的音乐艺术激发了自己的艺术灵感，我
相信这是真实的。我在 !"#"年即写出了
《艺术与科学》的论文，并出访印度与国
外科学家研讨这个课题。从时间表上看
似乎是超前吧。

一种对人生的认识

“以学愈愚”不但是一种学习方法，
更是一种对人生的认识，一种生存的心
态。如果按照老子的说法：“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那我还是做一个“自知者”
吧，至今我能不能达到“明”了可真不
敢说。

我属羊，生于 !"$% 年，今年满 &'

岁了。我的师爷齐白石老人有 &'岁后的
“衰年变法”，变法使得他在近代美术史
上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他之所以能
在“衰年”实现“变法”，第一是寿命
长，从 &'岁到 "'多岁，在这 ('年
中，他有足够的时间实现他的实践
和目的。第二是他的一生善于学习，
为他的变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
小学木工手艺算起，他真是做到了
干到老，学到老。他从来没能有机
会进入学堂学习，要从这一点说他
的“起跑线”够低的了，既没有进
“学前班”也没有进过“名家培训
班”，更没当过“硕士”、“博士”，
但他一生都在虚心求教，不放弃任
何学习的机会。他总是学中干，干
中学，几十年的艰辛努力才达到了
绘画、书法、治印、诗词……一个
全面的艺术大师的水平。我们从白
石老人艺术发展的轨迹中，更可以
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了。

我也岁至“衰年”了，是不是
也该“变法”了？该怎么变，确实是一
个大难题，为了保住中华民族传统艺
术的根，我想应该依靠“创新的意识”
与“回归的理念”并存方可，我愿意进
行这一新的尝试，至于成效如何不敢
妄言，且看效果吧！总而言之，要不断
地“以学愈愚”。

古代制印多是以整齐为目的，但经过铸造、锈
蚀、碰撞、挤压，很多变形的地方更令人神往。有
些人是学习了端正，当随意之时偶尔出现意想不到
的变化，这些不经意的变化引入遐想，是不能操控
的；另一些人发现了变化，沉湎于变化，复制变化，
把变化做成了自己的风格。石开先生发现了这些变
化，并进而把这些变化形成了一种意识流，让结构
随之起舞，让刀、笔的效果自然表现的同时，结合
了石面的纹路和变化，形成一种流动的布白，开创
了特有的“石开纹路”。

石开先生行书的升华也依赖了他在篆刻中的感
悟，不知是因为篆法，还是硬笔的影响，行书用笔
自然，笔画曲延如带，这种“缠绵”或以单字为单
位，或连成组，很多过分的自我缠绕用尽了走势，
而全篇不得不用型来统合。当字距大、重复笔画少
时，比较娴静超脱，但字太满、缠绕太多的时候，
就会有指纹的感觉，甚至字乱如麻。

肌理是一种大众容易接受的视觉形式，石开感
受到了纹路的魅力，把纹路和书印结合到了一起，
形成特有的纹路字构，并推衍到篆、楷、行、草，

这种推衍或被人称为“死蛇挂树”，或因为无
骨的飘柔而被人直指“鬼气”，也正是这样的
“一意孤行”造就了石开的风格特色。

石开先生对印章的布白能力非常卓越，有
其独有的特色，它已经超脱出简单的对比、对
称，把字打散结构，随着纹路在飘动，平缓的
过渡、柔和的身段给人以浑然天成之感，很多
应急的刀法、应景的伸缩被局部乃至整体诠释
得淋漓尽致，石开就是石开么！石纹怎么走，
石开怎么开———开宗的石开、创派的石开，石
开的纹路就是应该以“石开”命名，不管纹路
能否与行、楷结合，结合了是否恰当，也不管
大家接受与否，石开就是石开！

这种个性用在匾额上就更显其特长了，有
个性的字更容易让人记住。大字距的行书使得
每个字更显得独立，看得出节奏，感受得到韵
律。印章中的印文即使铺开放匀也是一个小个
体，不显，但大量的字挤到一篇上，再排匀了
就像打鼓听不到点儿，故乱。记得石开讲过，
凡是艺术品都是刻意形成的，所谓意识的自
然，是“刻意”被技巧化饰后的结果。他也是
在刻意地追随一种模式，并一以贯之为“纹
路”书印的，先悟出模式，再处处化饰成石开
风格。一以贯通者大有人在，毛泽东、谢无
量、弘一 ……要成大气候就应该有撑得起结
构来的风骨，那是政治家的豪迈、学者的学养
与佛道的超脱。

一个人的个性的形成是要表现在形上，但
不能依赖其一种形成个性，心性依赖技能而表
现，心变则形变，以形来形成风格，不敢变

形，形变了风格就没有了，心在哪里呢？心只迁
就于如何应变而保持这个形了，心由感性的抒发
转成了理性的调控了。

风格不代表风骨，这不是能力的问题，无骨之
躯难免被善者称仙、恶者称鬼。非妄也！

石开的书印
与市场

袁莉萍 宋善娟

看多了石开先生的篆刻和篆书，很容易

让人联想到石匠用凿子一锤一锤剔出那石面

上的纹路。师傅们为了剔平石面，一层层凿

平的同时，在凿下面会出现一些平行的凿线

和填充的短线，有时也因为凿的人不好使力

而更换姿势，平行线的方向又发生了改变，

形成了角度，因为凿的时候没有想看什么图

案，所以所有的凿痕都极自然，随便放大一

部分都会令人感叹那人工的又自然的凿痕。

石开篆刻作品

石开篆书
中堂李义

山诗

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中
国油画学会共同主办的“厚土人文———钟涵艺术展”日前
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展出了钟涵不同时期作品近 )''

件，构成钟涵艺术的宏览，全面反映其 *' 年来在探索
“中国油画精神”的道路上，做出的关于视觉美学的深度
思考与创新实践。

走进展厅，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两幅油画 《延河边
上》映入眼帘，把观众的视线带向钟涵的艺术历程。早在
+"*) 年，钟涵即以构思新颖、视角独特的创作 《延河边
上》 获得了美术界和社会的一致认可，当时的 《人民日
报》、 《光明日报》、 《中国青年报》 等重要报刊广为报
道。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介绍，在当时，表现国家领导
人的画作都是展现领导人的正面或者侧面，钟涵的《延河
边上》可谓创新，画的是毛泽东的背影。这幅画在当时引
起极大反响，是因为它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在表现国家领
导人伟岸形象的同时还表现了领导人的亲切，顺乎民意，
体现出“延安作风”。

但也正因为画的是国家领导人的背影，在文革中，
《延河边上》 受到批判，原画也失踪了。为填补美术史遗
缺，+"""年，钟涵重绘《延河边上》。
“因为记忆不清，所以新画比原画小。”钟涵先生介绍

说，“和当年比，技巧有进步，重要的是要努力保持当年
创作的感情。”庆幸的是，原画后来也被找到。这次展览
中，两幅画一并呈现，原画被毁的历史痕迹清晰可见。

展览主办方认为，钟涵先生从艺 *' 年，创作了诸多
独具特色的艺术作品；从教 ,' 年，影响了众多孜孜以求
的专业学子。他的艺术创作鲜明地反映了 -' 世纪后半叶
以来中国社会变革大背景下的文化理想，在融合外来艺
术、建构中国油画时代文化精神上具有重要价值，为中国
油画艺术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卓越贡献。

展览以“大河上下”、“画室来鸽”、“人文视像”、
“写生印迹”四大篇章回顾钟涵的创作之路。据悉，钟涵
先生此次还将 +'件.套代表性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这
些作品及其画稿将和原馆藏 *件作品一并，构成中国美术
馆藏钟涵作品的一个较为完整的艺术序列。

“厚土人文”
钟涵艺术展举行

赖 睿

枣园花明 钟涵

由宁夏博物馆、中国青绿山
水画院承办的“顾大明青绿山水
画巡回展”日前在宁夏博物馆举
办。此次展览以顾大明近期的江
西婺源写生作品为主，除了青绿山水，还展出了
他在亚麻布上创作的作品，共展出新近创作的精
品 *'余幅。顾大明，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其写生作品烟雨空濛生色，
云水青山明媚，再现了阳春三月江南水乡山国的
如梦幻境和俊美诗情。 （徐 蕾）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南京军区政
治部宣传部、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江苏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扬鞭·奋进———赵文元
鞍马画新作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此次共展出
$* 幅作品，皆为赵文元 (''& 年至 ('+) 年创作的精
品力作，其中 ((米的巨幅作品《历代宝马图》 亮相
京城，引起广泛关注。

赵文元 (''*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第一次个展。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马年，他再次晋京展出与马有关的
作品。工笔鞍马作品是画展的重点，其实马只是作品
中的一个载体，通过这个载体表达了作者的内在情
感、历史知识和文化修养。这批作品集中反映了中华
民族的精神和力量。

画家赵文元在谈创作感悟时说：“我为能生长在
华夏大地而自豪，也为能生活在当今而骄傲。我有幸

获得一个好的创作平台，拥有宝
贵的时间和创作的自由。一辈子
能从事自己钟爱的事业，这是一
种难得的幸福。” （宣 如）

“顾大明青绿山水画”宁夏展出

赵文元鞍马画新作展举行

赶场 赵文元

天趣图 李燕

双鹅图 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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