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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照中国文化的便捷方式

哲学家熊秉明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
的核心的核心”。应该说，中国的文字乃至
书法艺术的特性，契合了中国文化的某种
特质。从书法角度来观照中国文化，是一
个比较便捷的方式。唐太宗李世民提倡王
羲之平和淡泊、温柔敦厚的书风，既是出
于初唐时期确立文化典范的政治需要，同
时也是个人的喜好。上至历代君王，下至
普通百姓，书法都与之有着紧密的联系。
可以说，书法是最能代表民族特质又有广
泛群众基础的艺术。

老子崇尚的天人合一、阴阳辩证在书
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阴阳相生、刚柔相
济、虚实相间、计白当黑、“带燥方润，将
浓遂枯”等，这些书法中常见的矛盾关
系，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原理。另一方
面，儒家崇尚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规范，影
响着书法的风格品评标准，“违而不犯，和
而不同”“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体现出
符合儒家标准的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形象。

实用文字的发展和作为艺术的书法的
发展，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实用文字
的发展讲求整齐简洁、美观规范，由繁至
简；艺术则追求变化和特点。所以，一种
字体在出现初期至成熟之前，往往是艺术
成就最高的时期。商周甲骨文已经是高度
成熟的文字，至东汉末，书法的各种字体
和风格样式都达到完备的状态，出现了一
大批以书法名世而载入史册的书家，也出
现了一批书法理论专著。这些理论不仅影
响着书法艺术的发展，也为绘画以及其它
艺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文字书写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领先
并影响着其它门类艺术的发展，使得中国艺
术从形成到发展始终注重意象化表达。中
国画强调线条勾勒和书写性，正是书法影响
力的体现。中国人对书写至始至终的情结、
对书写特征的迷恋，在其他民族是极为罕
见的。先哲许思园说：“书法为最普遍最实
用之艺术，中国人审美修养，实基于此，因而
陶冶成世界上最能鉴赏形式美之民族。中
国之篆隶行草山水花鸟画幅，玉器与园庭布
置，皆无上美妙。发扬民族文化，必经恢复
此艺术境界始，而其根本则在书法。”

表情达意的基本手段

半坡文化中，有作为装饰性的陶文。
很多陶文是线面的结合，也有一些是用线
勾描出来的。线条的形态丰富多彩，本身
已具备独立的审美意义，与后世书法的一
些特征相当接近。

书法艺术最重要的特征是“书写性”，
所谓“书写性”是指作品中笔触的运动感
和连续性。中国书法就是把这种书写性发
挥到极致的艺术。这种书写性在原始刻画
符号中 （包括文字的雏形和原始图画等）
已有所体现。岩画中表现的动物、植物以
及自然界的其它物象也是文字的雏形，后
来演化为象形文字，如日月星辰、风雨雷

电等。象形文字符号呈现的绘画形态美，
也体现出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
意识在人类发展早期是共同的特征，但在
很多民族并没有得以延续，只有在中国的
书法中得到充分发展至高度成熟，又贯通
于绘画等其它艺术领域之中。郭沫若说：

“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
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
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
识的阶段。”

中国人具有诗的灵性，崇尚心灵自由
的诗意人生。“书者抒也”（许慎 《说文解
字序》），“书，心画也”（扬雄），“欲书先
散 怀 抱 ， 任 情 恣 性 ， 然 后 书 之 ”（蔡
邕） ……书法艺术这种直抒心意的表达方
式，非常符合中国人直觉感知世界的方
式。因此，书法能通透地表达中国人的诗
性心灵，成为中国文人表情达意的基本手
段。

王羲之书《兰亭序》，记叙兰亭山水之
美和集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了“一死生为
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感慨；颜真卿书

《祭侄稿》 于亲人罹难、“父陷子死，孤城
围逼”的情况之下，借其文其书表达对叛
贼的痛恨和失去亲人的悲愤，书文辉映，
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苏东坡于困顿之
中书 《黄州寒食诗》，“空庖煮寒菜，破灶
烧湿苇”，寓忧患之意于点画之间，将抑郁
却旷达之情倾泻于笔端……历代志士的家
国情怀无不体现在书法之中。

在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中，作为静态
书体的篆、隶、楷书，用笔内敛平和，更
多地表达一种静穆平和的秩序感；作为动
态书体的行、草书，用笔跌宕飞动、变化
莫测，追求犹如交响乐般的强烈节奏。这
种节奏性在草书中发挥至极致，尤其是张
旭、怀素的狂草，变动如鬼神，不辨端
倪，对书法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表达在草书
中合二为一。某种程度上，草书与原始刻
符中体现出的人性本初有意无意的表达方
式尤为契合。

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

书法是古代文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
分。明清文人追求所谓“三绝”——诗书
画，近代文人要求做到诗书画印四全，还
有所谓琴棋书画、书房四艺……这些对文
人基本技能和素养的要求都离不开书法。
书法在传统社会里一直都是文人士大夫的
专利，既是书斋雅玩，也是必修功课。于
读书治学之余，挥毫染翰，即可证经悟
道，又可消磨时日。孔子说：“志于道，据
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古代君子立身
的四个原则，也可看作一个层层递进、人
生境界不断提高并最终升华的过程。为学
始于立志，致力于道德，终于优游于艺术

境界。只有依靠艺术达于“游”的精神自
由境界，才可体味如“独与天地精神相往
来”的人生大境界。

书法能表达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
观、人生观以及待人接物的态度。对力、
气、韵、势、节奏的追求中，蕴含着丰富
的生命意识；穿插、避让、担夫争道，又
是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表现。张旭见
公主担夫争道“而得笔法之意”，观公孙大
娘舞剑器而“自此草书长进”；怀素自述草
书所得，“谓观夏云多奇峰，尝师之”；黄
庭坚“于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
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以古人
为师和以造化为师是书法学习的两条重要
途径。师古人，就是学习历代积累的书写
经验；师造化，是要参悟宇宙人生和自然
万物之理，以技进道。

硬笔、电脑等新型书写工具的介入，
使书法的实用功能逐步弱化，艺术的功能
却得到发展。新时期持续不断的群众性书
法热潮即是很好的佐证。书法在当下的发
展主要表现在强化视觉的表现力上，很多
美术化因素融入进来，例如强调单字结构
的造型，甚至出现极力变形夸张的方式，
还有强调章法的构成，融入现代构成设计
意识，甚至出现各种色纸拼贴等非书写手
段来达到视觉冲击的效果。这些尝试不管
成功与否，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书法的
表达空间，丰富了传统书法的表现形式。

宋代陆游有诗云：“矮纸斜行闲作草，
晴窗细乳戏分茶。”雨后的春光下，明窗净
几，铺毫展纸写上一通草书，闲情疏意，
随纸斜行，不着意，不求工，写累了就晒
晒太阳，细细地品鉴雨前春茶。这是何等
的惬意，何等的快意人生！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
究员）

包括毕加索晚年力作在内的 50 幅欧美
现代主义名画，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据悉，这些展品全部来自 1996 年路德维希
夫妇向该馆捐赠的艺术品。

彼得·路德维希教授是德国著名的企业
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毕加
索作品私人收藏家。然而，让他闻名于世
的不仅是收藏，更是他遍布世界的捐赠。
他与夫人伊蕾娜·路德维希一生收藏数千件
艺术珍品，又通过捐赠和外借的方式，让
这些艺术品在世界各地几十家博物馆找到
归宿。

路德维希夫妇是最早将西方艺术品无
偿捐赠给中国的西方人。当年捐赠过程的
见证者、中国美术馆前馆长杨立舟讲述了
背后的故事。早在上世纪 90年代初，路德
维希夫妇就多次到中国各大城市访问和考
察。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快速发展的成
就，并向西方国家指出，西方媒体对中国
的宣传是肆意歪曲、片面不可信。1996年5
月，路德维希先生在中国美术馆草签了捐
赠协议。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两个月后，
路德维希先生因病突然去世。这让所有人
都陷入了悲哀，也陷入了担忧。然而不久
后，路德维希夫人怀着悲思，以坚定的信
念表示无偿捐赠艺术品的意愿不变，一切
按计划进行。

路德维希夫妇向中国美术馆无偿捐赠
的117件艺术品，包括了欧美现代主义各个
阶段不同流派的大师名作，有西班牙的毕
加索，德国的彭克、吕佩茨、基弗，美国
的安迪·沃霍尔、韦塞尔曼、利希滕斯坦，
英国的大卫·霍尼克等82位欧美艺术家。

在 1996 年的中国，这样大量的西方当
代艺术品并不多见。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
段时间里，国内美术馆多以本土艺术收藏
为主，对国际收藏重视不足。路德维希夫
妇的捐赠，恰好在当时填补了国际收藏的
空白，也让中国艺术家较为全面地认识了
西方现当代艺术的面貌。

路德维希夫妇捐赠展的首展是在 1996
年11月26日。20年间，这批作品在全国各
地巡回展览，足迹遍及上海、广州、成
都、南京、武汉、哈尔滨等地，产生了不
可估量的影响。

上世纪 50 年代，路德维希夫妇提出了
“世界艺术”的概念。他们的收藏和捐赠正
是基于此。路德维希夫妇从世界各地广泛
购买当代作品，然后再将它们捐赠给艺术
博物馆，或为此新建展馆。他们把个人收
藏与文化公共事业联系在一起，为世界艺
术交流做出了贡献。

剑 程引岳书

程引岳，陕西西安周至人，中国当代
书法家，“程体榜书”创始人，现为陕西省
书法家协会会员。其榜书端庄平稳，用笔
势重力沉，顾盼、呼应，气脉贯通，墨色
华 滋 凝 重 ， 结 体 雄 浑 厚 实 大 气 ， 犹 以

“剑”字著称。

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卢沉是一位门下
人才辈出的画坛导师，他和妻子周思聪更
是令人艳羡的画界伉俪。3月23日，作为北
京画院建院 60 周年院庆系列活动的开篇
展，“寻道求变——卢沉艺术研究展”正式

启幕。
进入展厅，这里被布置成“十

字路口”，这也与展览的理念相契
合。整个展览展现卢沉在时代和社
会的大变革中的持守与抉择。展览
分“型神”“笔线”“品兴”“墨构”4个单
元主题，汇聚他从上世纪60年代到新
世纪初 40 余年间的写实人物画、书
法、写意人物画、水墨构成作品 70 余
件，多幅作品是首次展出。卢沉的代
表作也悉数亮相，包括他的成名
作、创作于 1964 年的铁路工人群像

《机车大夫》、1978 年绘制的鲁迅先
生侧影《月光如水照缁衣》、1985年
的 《太白捉月图》、1990 年的 《清
明》等。

卢沉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水墨
画家，他长期执教于中央美术学
院，年轻时师从叶浅予、李可染和

蒋兆和等中国画大家，继承和发展了“徐
蒋体系”的写实人物画，是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杰出代表。评论家
邵大箴称卢沉和其妻周思聪为“新中国培
养的最有才能、最富有创造精神的画家”。

《军垦岁月》《一壶水的故事》《挺
进天山》《大巴扎》 ……百余件巨幅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题材美术作品，日前在
国家博物馆开幕的“大美新疆·军垦华
章——新疆兵团题材美术作品展”上展
出。

本次展览共分为5个板块，分别为军
垦篇、援建篇、风物篇、和谐篇、赤子
篇。展览以百余件巨幅美术作品诠释兵
团精神，展现大美新疆，展示援疆成
就，表现民族团结，描绘 60 余年来新疆
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新疆
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
展的绚丽画卷。

据了解，辽宁省铁岭市对口支援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2015
年9月以来，两地政府和相关单位组织铁
岭、石河子近百名画家，在乌鲁木齐、
塔城、石河子、吐鲁番、阿克苏、喀什
等地采风，寻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
的动人故事，了解新疆风土人情，收集
相关文字资料 20 余万字、图片 1000 余

幅。经过两地 80 余名美术家的日夜笔
耕，2016 年 12 月，创作完成了百余件巨
幅新疆兵团题材美术作品。

据介绍，本次展览由辽宁省政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工笔画学会共同主办。展出结束
后，全部作品将以文化援疆的形式，捐
赠给石河子市永久收藏。这也为文化援
疆以及主题美术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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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在当代 捐赠的温度
赖 睿

◎作品◎作品

书法对于中国人宛
如性命，生死相随。从
晋代战乱之时，王导仓
惶过江也不忘把钟繇的

《宣示表》 缝在衣带之
中，誓言“帖在人在，
帖亡人亡”，到唐太宗
指 使 萧 翼 骗 取 《兰 亭
序》 真迹，临终又立下
遗 嘱 ， 让 太 子 李 治 把

《兰 亭》 放 入 昭 陵 陪
葬，再到黄炎培出借王
羲之真迹给毛泽东，因
过于贵重提前索要，被
毛 泽 东 评 为 “ 不 够 朋
友，够英雄”的传说，
书法与中国人的关系可
用 8 个字来形容：言志
明心，血肉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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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卢沉艺术展亮相北京
王 萌

太白捉月图 卢 沉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
微信公众号“文艺菜园”

颜真卿《祭侄稿》局部

苏轼《黄州寒食诗贴》

彼得·路德维希肖像 安迪·沃霍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