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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书家不仅中国有

在中华文化的范畴内，书法只需说是
基于汉字的艺术，到了国外，那就必须定
义为：书法是基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汉字的
艺术。因为，书法绝不仅仅是外在的书写
技法，还包涵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和
情感。

尽管汉文字书写的历史已经有 4000 多
年，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却开始于造
纸术发明以后。造纸术的外传，也让书法
走向国际有了可能。早在两汉交替动乱时
期，大批汉族难民涌入朝鲜半岛，便带去
了造纸术。20世纪 60年代，朝鲜半岛某古
墓出土带有西汉永始三年 （公元前 14 年）

字样的纸张，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造
纸术外传。而造纸术传到西方则是经由阿
拉伯人之手。公元751年，唐朝与阿拉伯人
在西域发生战争，一批工匠战败被阿拉伯
人俘获，其中就有造纸匠。在那场战斗中
被俘的唐代史学家杜佑的侄子杜环，回国
后记叙了中国工匠传授阿拉伯人造纸术的
情况。

书法随着中华文化在海外系统传播，
当推日本向唐朝派遣唐使。809年日本嵯峨
天皇登基，他酷爱汉文化和书法，其本人
成为当时名重一时的3位全日本最著名的书
法家“三笔”之一。此外，据说日僧空海
留学唐朝，刻苦专研王羲之书法，几可乱
真。相传唐朝皇宫殿上的王羲之书法因墙
壁损坏以致墨迹不全，请空海补写后几与
原迹一样。这个传说记载在日本史书 《高
野物语》。其后1000多年，中日书法一直交
流不断。

1987 年，为纪念书圣王羲之的兰亭
雅集，中日书法家 50 多人聚首兰亭，缅怀
先贤，畅叙书艺，推动了中国书法的国际
交流。目前，在许多日本、美国的高校都
开设了中国书法专业课。日本还形成了从
本科、研究生到博士生完整的中国书法教
学体系。

在海外学府的讲堂上

现代书法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传播，最
早当推著名书画家、作家、哥伦比亚大学
终身教授蒋彝，他是“可口可乐”英文名
的中文翻译者。1938 年，蒋彝在西方出版
的英文版教学专著 《中国书法》，以东方式
的幽默，把书法讲得生动活泼。例如，中
国人讲“字如其人”，蒋彝就把金农的怪字
和怪脾气联系起来，把黄庭坚峭拔俊朗的
字与黄自己的个性作比，把欧体的端庄俊
朗与欧阳询本人一起讲等。在蒋彝的笔
下，中国书法既是作者个性的体现。蒋彝
以他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贡献被誉为

“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

2007 年 《中国书法艺术》 出版，该书
是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和美国耶鲁大学出版
社共同策划、编辑，分别以中、英文出版
的“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之一。《中国书
法艺术》 由中国著名学者、书法家欧阳中
石主编，特邀美国著名汉学家、书画鉴定
家方闻、白谦慎以及国内知名专家共同撰
写，可以说是当代国际书法的权威之作。

在海外，传播中国书法最负盛名的当
属一代才女张充和。从 20 世纪中期赴美国
以后，她在耶鲁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和昆
曲。“张充和戏说她的美国学生把学中国书
法当画画，但在‘画’中加深了对博大精
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中国书画鉴定
家、同为耶鲁大学教授的傅申说，当年是
他介绍学政治学专业的白谦慎去拜访张充
和，最后白谦慎随张充和学了书法，成为
名重一时的汉学家。

中国书法在海外的影响力很大程度得
益于 20 世纪以来，中国古代书画大规模地
入藏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佛
利尔美术馆等世界著名美术馆、博物馆。
同时，中国书画在国际著名拍卖公司的比
重也日益增加。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之后，中国古代书画也形成了井喷的行
情，出现了像王季迁、黄君实等旅外大收
藏家、鉴定家和上亿元的拍品，有力地推
动了中国书画的普及和传播。

中国书法的海外影响力也少不了海外
华人对中华文化的推广和热爱。旅美大夫
李国栋教授热爱书法，数十年坚持在行医
之余苦练书法，他和青年艺术家的女儿李
依凌一起，经常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和各国
驻联合国大使夫妇参加中国文化艺术活
动，并持续邀请外交官们学习汉字书法，
为传播中华文化播下种子。

当代书法艺术的跨界

尽管象形造字法只是中国古代“六
书”造字法的一种，但汉字有别于世界各
国现代文字的最大特点就是，很大程度上

还保留着象形字的特点。鉴于此，欧阳中
石提出“世界语不可能，世界‘文’未必
不可能”的学术猜想。象形字的基本特点
是直接从物象概括出来，这种概括既是实
用的，往往也满足了艺术创作的需要，更
重要的是汉字承载了中华文化特定的意
象，这也是当代艺术中别具魅力的“汉字
艺术”产生的基本动因。

当代汉字书法艺术的“跨界”，最著名
当属两部打开的 《天书》 和一座屹立的汉
字雕塑。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徐
冰，20 世纪 80-90 年代创作的系列作品

《天书》，是以仿宋字体为基本文字风格的
自造字活字印刷完成的装置作品。为什么
用仿宋字？徐冰认为仿宋字最富有公共
性、最不显露书写者的个性，而且刻起来
简洁明了。宋代至少有两点对世界有巨大
影响，一是给世界文官制度的创新做了古
典文官制的示范，二是宋徽宗的廋金体书
法成为明代以后最普遍使用的印刷字体。
一直影响到这徐冰的 《天书》。该作品以艺
术作品强烈的中国元素震撼国内外。

另一部是著名画家韩美林的 《天书》。
与徐冰抽取汉字书法的中国元素，解构汉
字传统不同的是，韩美林积多年之功，广
泛收集各种至今已难以释读的古汉语文
字，把它们书写出来，用书法来唤醒那一
颗颗沉睡的汉字灵魂。韩美林的 《天书》
得到了有力的共鸣和支持。据 2008 年 1 月
27 日新华网报道，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刘云
山同志对 《天书》 的出版致信祝贺道：“见
到韩美林的 《天书》，更是大开眼界，撼人
心魄。独特的艺术灵感和艺术手法，赋予
了这些古文字以灵性，使它们变得活灵活
现、生动传神，似乎不再是深奥难懂的古
文字，而变成一件件栩栩如生的精美艺术
品，展示了艺术家个人的功力，也展示了
中华文化的恒久魅力。其学术价值和文化
价值，只能由专家评说、后人评说。”“文
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在根
基，深深熔铸于民族的灵魂和血脉之中。
中华五千年文明能够绵连不断，中华民族
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几经外患而不灭，
靠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力量。《天书》 的魅
力，自然会为国家、民族的魅力增光添
彩。”

20 世纪 90 年代，留德归国的雕塑家刘
永刚把汉字创作成屹立的钢铁雕塑。在德
国的苦学，无疑使刘永刚开阔了眼界，掌
握了现代雕塑艺术技法，也更坚定了他的
文化立场，唤醒了他内心深处中华民族独
特的艺术审美理想：中国书法的线性与墨
象。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美学家韩
玉涛认为，中华审美的最高境界就在汉唐
大气的狂草之中。刘永刚就成为把这种美
凝固在雕塑中的第一人，有人曾用著名诗
人北岛的诗句来赞美刘永刚的艺术：新的
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
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
视的眼睛。

无疑，中国的汉字书法正在与中华民
族一起迎接着伟大的复兴。

“在我的画里，永远不画不劳动者。”
画坛前辈赵望云如是说。以劳动者为山水
画的“画眼”，描绘农、林、牧、猎环境下
的山川村落，是“长安画派”的精髓，也
是“长安画派”艺术主张“一手伸向传
统，一手伸向生活”的体现。

赵望云是 20 世纪上半叶到民间去、表
现民生的艺术大众化思潮的先驱，也是

“长安画派”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他开辟了
“直面生活”的艺术之路，始终践行以人民
为创作的主角，与当代“扎根生活，扎根
人民”的艺术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

日前，“回望云峰——中国美术馆藏赵
望云作品巡展”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举
行，展出中国美术馆藏赵望云经典作品150
余幅，较为全面、系统地呈现了赵望云的
艺术历程和艺术成就。作品回到故乡，这
是一次“省亲”般的回望。

“‘到民间去’的口号，无须再喊，
但希望我们生在乡间的人们，走入城市之
后，不要忘掉乡间才是。”在《赵望云农村
写生集》 自序中，他如是写道。20 世纪 30
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的激励和欧
洲社会主义运动所带来的“普罗文艺”的
影响下，当时文艺界喊出了“艺术到民众
中去”“艺术家应该走出象牙之塔，来到十
字街头”的新口号。赵望云在齐白石借古
开今、徐悲鸿借西济中的两条道路之外，
开辟了直面人生、直面劳苦大众的新路
子。他把中国画带向“十字街头”，拉到农
村，拉到边远山区，把眼光集中在劳动者
身上，去描绘普通人的生活景象和自然风
光。主题内容切中时弊，带有批判现实主
义的色彩，为中国画的创作打开了一个全
新的视野。

“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
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
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
寄托。”赵望云以“乡间人”的出身和视
角，在塑造自我质朴、敦厚的内在骨气的
同时，也使其对于农民生活和情感有着天
然的亲近。从 1932 年开始，赵望云接受

《大公报》委托进行“农村写生”活动，持
续了数年时间，在行走中以自然、平易、
朴实的艺术手法捕捉和描绘了大量农村生
活实景。这些作品图文相应，强调绘画的
情节性与文学性，犹如低声沉吟的乡村民
谣，以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明白晓畅的宣
传作用，激发着广大民众在战乱岁月的深
沉共鸣。

抗日战争时期，赵望云又投入到抗战
的洪流中，他以笔为枪，撰文作画，出版

《抗战画刊》，关注社会问题、揭露社会黑
暗，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
怀。郭沫若在上世纪 40年代参观赵望云展
览后赠诗赞曰：“我手写我心，时代惟妙
肖。从兹画史中，长留束鹿赵。”

美术理论家邵大箴说：“赵望云先生是
最早身体力行到农村写生，用画笔反映农
民疾苦和描写乡村自然景色的艺术家，是
开艺术新风的人。他的这一创举对中国人
物画、山水画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其影响波及全国，启发了当代人，直
到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日前，中国美术馆接连与德国驻华
大使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推出两次夜
场活动，将白天的馆藏精品陈列延续至
夜晚，吸引众多中外美术爱好者前往参
观。早在几年前，中国美术馆就曾试水
夜间专场。“艺术不眠夜”为民众文化休
闲活动提供了更多可能。

如今，大众对文化生活多样性的需
求更为强烈。如果城市夜生活只有影
院、剧院、酒吧，不免有些单一，也难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同时，夜
晚是城市居民文化休闲生活的重要时
段。在快节奏的当下，大部分城市居民
白天疲于奔波，除周末以外，几乎无暇
走进美术馆、博物馆。这就对美术馆、
博物馆等文化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事实上，全国已经有不少博物馆、
美术馆尝试过夜间开放。例如，北京自
然博物馆连续多年在暑期推出“博物馆
之夜”主题活动，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在

2014 年首次开放夜场活动。而一些国际
知名博物馆已经把夜场参观变为常态。
例如，大英博物馆逢周五开放时间延长
至晚间8时半；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逢
周五、周六延长开放时间至晚间9时。

与日常相比，夜晚为艺术馆平添一
抹神秘的色彩，夜场观展的体验亦会不
同。2015 年国家发布的 《博物馆条例》，
鼓励博物馆根据自身特点、条件，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
泼的社会教育和服务活动。而开放艺术
夜场就不失为“激活”藏品、增强体
验、吸引观众的一种探索。

现阶段，国内艺术博物馆的夜场活
动还处于试水阶段，一般基于个别重要
展览，尚未变成常态。随着这些公共文
化服务机构管理、安保水平的跟进和硬
件设施的完善，更多艺术夜场可以期
待。届时，大众的文化夜生活也将拥有
更广泛的选择。

由文化部艺术司指导、中国国家
画院和重庆市文化委员会共同主办的

“新中国美术家系列——重庆市国画
作品展”近日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举行。展览展出了重庆市10位优秀老
中青三代国画家周顺恺、张春新、傅
仲超、李白玲、王世明、邓建强、陈
起、康益、冯东东、唐德福创作的近

百幅精品力作。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
晓阳表示，这一系列作品生动地记录
了画家的创作历程、艺术特点和艺术
理想，在坚守传统文化立场的同时又
赋予了传统艺术命题以崭新的维度，
为重庆当代美术史特别是中国画研究
呈现出一部比较完整的、鲜活的艺术
史料。 （艺 文）

不画不劳动者
□杨 子

不画不劳动者
□杨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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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在当代

跨境与跨界：中国书法的国际传播
□钱晓鸣

中国书法
艺术经过千百
年的发展、传
播，已经成为
中外友好交往
的桥梁，在国
际上有着广泛
的影响力，同
时也对其他艺
术门类产生着
积极的影响。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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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远谋，别署婺石、远谋，浙江武义
人，中国当代实力派画家。他早年得版
画家赵宗藻启蒙指教，后师承吕品、张鹤
云、于希宁等教授。曾担任中欧文化艺

术特使、世界艺术家联合会理事等。吴
远谋从艺教近60年，研究美术各门类，
尤以水彩闻名，最以画马著称，个性独特
鲜明，深受业界广泛关注和赞誉。

◎艺术走笔

艺术不眠夜
□赖 睿

百幅精品展重庆国画风貌百幅精品展重庆国画风貌

蒋彝《中国书法》英文版蒋彝《中国书法》英文版 日僧空海书法

韩美林《天书》

刘永刚的汉字雕塑

雪天驮运图 赵望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