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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国文字书写中，没有任何其
他文字像汉字一样，最终发展成一种独特
的艺术形式并且源远流长。这足以显示出
中国书法的强大生命力。

那么，中国书法生命力到底来源于哪
里？我认为，就是两个字：变化。没有

“变”，就无法诠释“篆、隶、楷、行、
草”诸体之演进历史；没有“化”，更无法
理解万变不离其宗的书法魅力。

从创作实践上看，需要变。书圣王羲
之 在 《兰 亭 序》 中 反 复 出 现 几 十 次 的

“之”字，却无一雷同，可谓变化莫测，风
致别然。思想的温度决定书法的变化。历
史上一些耳熟能详的书法家，例如隋唐时
期的欧阳询、颜真卿、张旭，宋代的苏东
坡、黄庭坚、米芾等，无一不是在书法的
风格和形式上进行着不懈的创新与变革的
勇士，并坚定地走出了一条既属于时代，
又融入鲜明个性的路子，留下了不计其数
的里程碑式的不朽篇章。

从创作理念上看，需要变。考察中国
书法的历程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深思：上下
五千年，能立足于书坛的无一不是其个性
风格独树一帜使然。盛唐“王书”一统天
下，被视为正宗，而“张颠、素狂”一说
也出现了。这一说法，说明其影响之广、
特点之巨，但也说明出现之初人们对其评
价的略带贬义。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更
新，狂草书派终于确立了其在书法史上应
有的地位。一度褒贬兼有的“张颠、素
狂”之说不但没有了贬义，反而成为对狂
草至上的评语。

从书法家的发展上看，更需要变。康
有为在书法上的求“变”思想颇具代表
性。他在《原书》中说：“书法与治法势变
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
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
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也有学者认
为，中国汉字诸体的形成与发展期以魏晋
为分水岭，之后，中国书法风格流派的

“变化”才呈百舸争流之势。
总而言之，师古而不泥，乃书者之上

品；出泥而不染，乃法家之大德。
一般情况下，师古而不泥的创新冲动

会不由自主地渐渐体现在手感、书感、情
感的下意识之中。独创阶段不是一个在意
识层面与以往截然分开的阶段，而是创新
冲动自始至终潜隐在气质深处，千呼万
唤，千锤百炼，润物细无声的阶段。书法会
渗透在人的灵魂当中，书法精神会在书法家
身上体现出来。书法是有灵魂的，我们看到
历史上一些名帖的时候，感觉通过这些作
品，能够联想到书法家所处的那个时代，联
想到书法家本人的人文素养和创作状态，能
够捕捉到他很活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书法是有生命力的。它
是书法家生命的记录。如果只是模仿他的
字体，而不研究他书写时的心情以及他背
后人文的东西，即便你写得再像，也是肤
浅和表象的，并没有走进书法家的内心，
也不会找到书法的生命力之所在。

中国书法之生生不息，其原因惟在于
此。

无数“神奇”的艺术作品将观众带
入新媒体艺术的魔幻世界。其中一件170
年历史的老沙发，“金鸡独立”般呈现在
中国美术馆展厅中，这是美国艺术家雅
各 布·托 斯 基 创 作 的 《源 于 内 部 的 平
衡》。作品依靠着一条腿来达到永久的平
衡，就像一个不倒的陀螺。实际上，这
是艺术家对地心引力与物体支点的研
究，通过精密的设计，以内部的反应力
来对抗外部力量。

作为中国美术馆的学术展览品牌项
目，“齐物等观——2014国际新媒体艺术
三年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再次亮相，
向观众们展示国际新媒体艺术的最新成

果。展览汇聚了来自全球最新媒体艺术
家的优秀作品，展现艺术与科技在新的
文化语境下的发展状态。中国美术馆作
为全球第一个将“新媒体艺术”纳入学
术视野，并成功确立三年展模式的美术
馆，自 2008 年举办第一届展览以来，吸
引了大批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展览
不仅在国内与国际学术界获得了广泛的
好评，也成为公众每隔3年翘首期盼的重
要文化活动。

新媒体艺术的“新”，不仅表现为媒
体与技术在物质与工具意义层面上的更
新换代，更重要的是，借助媒体语言的
拓展，艺术家们将思维的触角指向新的

文化命题，并通过展览展现这个领域的
探索成果，和观众们一起在公共领域展
开讨论和交流，从而使公众更宽阔地了
解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创新，同时也展
现中国美术界在这个领域的前沿发展，
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策展人张尕说，此次展览邀请了来
自 22个国家的 58组件媒体艺术作品，是
一次国际新媒体艺术大规模的集中亮
相。展览的作品，一方面强调艺术作品
作为哲学命题载体的意义，另一方面更
是意在突出媒体艺术的科技含量和互动
价值，展览中的许多作品需要和观众一
起来完成实现。

“勃朗峰之夏”中国画展亮相法国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人民政协报社、瑞士阿尔卑
斯水墨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勃朗峰之夏——纪念中法
建交 50周年当代中国画作品展”日前在法国霞慕尼市
阿尔卑斯博物馆举行，共展出刘大为、吴长江、许钦
松等20位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的40幅作品。展览作品以
描绘阿尔卑斯地区的风土人情为主要表现内容。

（王 然）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启动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近日在京启动。本
届艺博会由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中国美术家
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中国
工艺美术协会等联合主办，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
国际交流”为主旨，内容主要包括中国书画、雕刻工
艺、海外精品、民族艺术四大板块。 （宣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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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展：看艺术变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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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锄头，一手画笔

狭窄的乡镇小路上，两旁布满了小
摊点，各类新鲜的瓜果时蔬已经上架。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交织着交谈声、讨
价还价声。这里是宁晋县河渠镇，与许
多乡镇一样，有着鲜活的生活气息；又
与许多乡镇不一样，这里孕育了几十家
工笔画工作室，还有几百号工笔画从业
人员。

宁晋县工笔画兴起于上世纪 80 年
代，繁荣于上世纪 90年代，崛起于 2000
年以后。1983 年时，只有县职中的美术
老师带着几个学生练习工笔画。因他们
的工笔画在省、市书画展上崭露头角而
引起县有关部门的重视，1988 年、1989
年县职中连续招收了两届美术专业班，
培养了近百名青年绘画人才，为工笔画
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进入上世纪 90年代，随着书画市场
的繁荣，宁晋的工笔画开始越来越多地
走向书画市场，从乡村到省会，又从省
会到京城，逐渐打开了市场。2000年以
后，随着宁晋工笔画走红京津，当地许
多农民开始一手种庄稼，一手拿画笔。
一批农民书画家在宁晋县迅速崛起，工
笔画创作和教学人员渐渐增多。

2009年，宁晋县工笔画艺术学校建
成，河渠镇创建了中国首家工笔画艺术
园区——河渠 393工笔画艺术区；2010年，宁晋工笔画被列入全省 30
个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县委、县政府规划了工笔画一条街和交易市
场，初步形成了集培训、展览、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画笔画出致富路

63岁的赵印存是宁晋县河渠镇褚家庄人。他从事美术教学和创作
30 多年了，近几年对钢笔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细腻的勾勒下，
宁晋古城的风貌，太行山的壮阔都生动再现。

来到赵印存的冀南工笔画院，老人热情相迎，一幅画接着一幅画
地介绍。赵印存家有好几口人，几乎人人都会画画。“大儿子、大儿
媳、二儿子、二儿媳、小女儿，再加上我，都能画，而且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特长。大儿子擅长画罗汉佛像，二儿子擅长画刀马人物，大儿
媳擅长花鸟，二儿媳擅长仕女，小闺女也画仕女，我主
要是画山水。”赵印存掰着手指头说。

“画画能致富。特别是这
几年，一张好点
的

小幅人物画也能卖上上千元。”赵印存
说。大儿子赵艳飞接着说，现在手里的订
单就得干到秋后了，一年下来能挣个二三
十万。“我们现在不仅发展国内市场，还
把市场拓展到了韩国、日本。”

冀南工笔画院里，除了本地的学徒，
来自黑龙江、山西、河南、山东的学徒就
有 40 多人。赵印存说，现在不仅自己带
学生，两个儿子也开始带了。“我们家靠
画画富裕了，现在就想把这画画的本事教
给更多人，让他们也能通过拿起画笔富裕
起来。这样的家庭多了，咱农村的面貌才
会有大变化。”

在宁晋县，类似赵印存的工笔画工作
室不在少数。宁晋县委宣传部部长李风杰
介绍说，宁晋县目前从事工笔画行业的人
员已达 4000 多人，有近 60 个专业村，作
品种类主要有传统仕女、现代人物、花鸟
等，年产值近3亿元。

临摹和原创两条腿走路

宁晋的工笔画产业迅速发展，在火热
的市场背后，也隐藏着许多艺术园区的通
病——流水线作业式批量临摹。许多当地
画家已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努力改
变这种状况。宁晋工笔画领军人物之一
的刘振波就是其中一位。

“临摹门槛低、上手快，没有绘画基
础的人经过培训也能掌握基本技术，这
也是宁晋工笔画从业人员多的原因。但
要做大做强宁晋工笔画产业，就必须突
破临摹搞创作，融入自身主观表达，只
有这样，作品有创意才有生命力。就像
一棵树一样，创作是根，只有根扎得
深，树才能长得高，才能枝繁叶茂。同
样，在宁晋，如果搞创作的画家越来越
多，那宁晋工笔画这棵大树才会长得更
高，枝叶才能更繁茂。”刘振波说。

同时，他认为也不是要放弃临摹。
“创作更多的是一种意识、一种尝试，并
不一定要专门搞创作，不一定要成名成
家。有了这种创作的经历，反过来提高
临摹水平，在把握人物神态表情等方面
会更加到位。”刘振波认为，市场竞争激
烈，临摹得不好照样卖不出去。因此，
对于一些有基础、有条件的人，应该尝
试去创作，把眼光放长远些。

李风杰介绍说，宁晋的工笔画产业正在实现从简单临摹到临变创作
的转变。以刘振波、张利涛、杨欣勇等为代表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
带动了十余名工笔画家开始创作，具备创作能力的画家也达到50多名。
宁晋工笔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显著增强，开始走出以简单临摹为主的
老路，实现了“临摹走市场、创作上水平”两条腿走路，形成了“领军
人物+创作群体+从业人员”的良性发展模式。

周末将近，河北邢台宁晋县的画商们
又准备出发了。他们带着宁晋的“特
产”——工笔画，前往北京等地。周末，
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上，这些工笔画一售
而空。用画商们的话说，就是宁晋的工笔
画“不愁销”。

据介绍，宁晋工笔画近年来在市场上
非常走俏，仅北京潘家园、琉璃厂两大市
场，宁晋画家的作品就占了工笔画总销售
量的80%。

被称为“中国工笔画之乡”的宁晋县
有着怎样的特点？为何出自这里的工笔画
如此走俏？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了宁
晋，探寻村庄深处的丹青墨香。

河北宁晋县河渠393工笔画艺术区一景 （资料图片）

宁晋县工笔画艺术学校中，学生在认真着色。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古韵乡情入画图 刘振波古韵乡情入画图 刘振波

花香 绿 柳

澳门风采巡回展开幕

为庆祝澳门回归 15周年，由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
中心和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回归巨
变 精彩澳门——澳门风采巡回展”活动，7月17日在
澳门威尼斯人开幕。展览以澳门为主题，共征集各类
绘画119幅，涵盖油画、国画、水彩、综合材料，以及
数字艺术等多种形式，内容包括澳门风光、当代建
筑、宗教、人文和历史名人，用绘画艺术的形式反映
澳门回归的巨大变化。 （文 心）

源于内部的平衡 （机电
雕塑） 雅各布·托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