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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养成孕育民族复兴的力量

中国文化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从文学到美术
皆如此。在历代中国美术中，都能看到中华儿女以高
超的艺术创造，来抒发对打击侵略者、维护国家统一
的雷霆力量和浩然气概。这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不
竭的精神力量。其中霍去病、苏武这两位为维护国
家统一、开拓“丝绸之路”的民族英雄，是中国历
代艺术家重要的表现对象。

汉初大将军霍去病墓前著名的 《马踏匈奴》 雕
塑，被誉为中国古代纪念碑雕塑中一件非常杰出的
佳构。公元前 100 多年的西汉，正是中华民族全面
走向统一强盛的上升期。为免除边患，汉武帝派遣
大将军霍去病等越过大漠到祁连山一带痛击匈奴，
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霍去病英年早逝，汉武帝下令
把他的墓冢修筑成祁连山样子，并特别雕塑了这座

《马踏匈奴》。
这座雕塑表现为一匹昂首屹立的战马踏翻一个

手拿弓剑的匈奴侵略者。雕塑上半部是圆雕，下半
部巧夺天工地把匈奴侵略者塞满，做成一个浮雕，
构成了纪念碑雕塑结实稳定的构造。以战马象征胜
利者的英雄气概，反衬战败匈奴侵略者的狼狈相。
这座2000多年前的雕塑，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表
现完美纯熟，是世界雕塑的经典之作。

另一位是苏武。苏武和霍去病是同时代人，公
元前 100 年出使匈奴，后因变故被匈奴囚禁。他在
牧羊地依然把汉使的节杖竖在当地，表明作为汉使
的尊严。苏武牧羊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美术家的创作。宋代画家李迪有《苏武牧
羊图》团扇小品，明代画家陈子和有《苏武牧羊图》中
堂，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黄慎有《苏武牧羊图》、任颐有

《苏武牧羊图》，近现代画家傅抱石创作了《苏武牧羊
图》。这些作品风格各异，但都选择了展现冰天雪地
中大义凛然、傲然挺立的苏武和不倒的使节节杖。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
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
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心中
的道德法则。自古以来，德行高洁就是中华民族对
理想人格的追求。叔齐、伯夷为商代王子，他们不
愿继承王位。周灭商时，他们力劝周王不要杀戮，
被姜太公称为“义人”。商亡以后，二人为抗暴守
义而饿死首阳山的事迹，被历代奉为道德楷模。南
宋大画家李唐、梁楷分别画过千古名画 《采薇
图》，清代吕焕成画过 《深山采薇》、苏六朋画过

《西山采薇图》，以弘扬前贤高义，抒发敬慕之心。

人格精神显示坚定的文化自信

中国画的人格化是中国美术的优秀传统，因此
无论画什么都在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画家自身的
理想修养。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和文化熏陶，中华
民族把自己理想人格寄托在一些特有的物象之间，
形成了中国古代艺术特有的“意象”概念。

在中国美术人格化中，家喻户晓的意象莫过于
“四君子”（梅、兰、竹、菊）和“岁寒三友”（松、竹、梅）。

以竹为例。竹早在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
就出现在我们先民的生活中，最早与艺术家发生关
联，见于北宋 《太平御览》 记载的王羲之子书法家
王徽之曾道“何可一日无此君！ ”此后，“此君”
就成了竹的雅号。到宋代文同始创墨竹，竹作为中
国画形式成熟起来。苏东坡说：“可使食无肉，不可
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
俗不可医。”从生活必须到竹子自身形质的中空谦虚、
坚韧挺拔，从高士追慕到先贤的开示……千百年来，
竹成了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象征，而中国画则是创
造这一理想人格的艺术载体。

其他三君子也有着大致相同的人格化、艺术化
的历程。到明代，“四君子”的人格化艺术形象已深
入人心。当人们画“四君子”，就是在一遍遍修炼自

己的人格理想追求，就是在坚定内心的道德法则。清
代书画家、廉吏郑板桥题写在自己《墨竹图》上的画意
诗，成就了千古名篇：“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
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中国文字以象形等造字法则形成，书写的毛笔
兼具造型与表意的功能。因此形成了会写字，基本
就会画“四君子”，先做文人后做画家的中国美术传
统。同时，中国文字和书写的特殊性，使得中国书
法成就了高度发达的艺术。被誉为“三大行书”之一
的《祭侄稿》，就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在听说侄子为
维护国家安定被叛乱者屠杀后激愤中疾书而成。文
字通过书写艺术化，充分表现了中华文化的人格精
神。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先天优势。

美术启蒙是民族振兴的号角

在近代中国史上，救亡图存、振兴民族是几代志士
仁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目标。在这可歌可泣的伟
大斗争中，美术启蒙正是时代嘹亮号声中的一份子。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鲁迅、陈独秀等
人就大声疾呼美术启蒙，唤起民众。鲁迅大力支持
的“新兴木刻运动”深入人心，延安鲁艺培养了大
批革命美术人才，使革命有了自己的美术艺术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术界首先以人物
画为突破口，产生了 《粒粒皆辛苦》 等优秀作品，
雕塑有《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艰苦岁月》等，油
画有 《开国大典》《延安火炬》 等，版画有 《阿诗
玛》《青年人》《主人》 等。艺术家们在十几年中创
作出了代表新时代的经典作品。

进入 21 世纪以来，《20 世纪重大题材美术创作
工程》《中华文明史诗美术创作工程》《中华家园美
术创作工程》 等多项重大美术工程相继启动。把
5000年中华文明史和当代“中国梦”的伟大征程相结
合，中国美术正在激发创造力，着力描绘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微信里看到作家庞余亮晒出他朋友张文佑的
书法作品，很是吃惊，且不说张文佑尚为一个失去
双臂、用嘴咬笔的书写者，即便是一个双手健全的
人，要想书法作品达到这样的境界，也极不容易。纵
观张文佑的书法作品，其楷、其行、其草，可谓当下中
国书法的一朵奇葩。这种凭借几十年坚持不懈得来
的书写功底，加之又有灵性的书者是十分可贵的。
他们大隐于市，更使我笃信“书法在民间”的箴言。

无疑，书法的好与差有着许多不同的评判标
准，甚至有着很大差异性。这当然与个人审美有
关，但是，我认为评判标准还是有一个基本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要看书者的基本结构与笔法是否有来
路和出处。换言之，倘若没有一点临帖功夫，尤其
是正楷与行书的临摹功底，只是天马行空、随心所
欲地糊涂乱抹，那是书法白丁所为。临碑也好，临
帖也罢，只要看临摹功底，就可以看出书者行草笔
意的来龙去脉。只有基本功好，才能在书写领域里
纵横捭阖、游刃有余。

如果书者的审美品格有限，即便基本功再好，也
不能在笔意的行走当中寻到最佳的优美线条，也就找

不到运笔时的审美快意，更谈不上“独创”。
一般来说，作为古代人际间文化交流的一种书

写方式，当毛笔成为唯一的文字交互工具时，天天
练笔，信手拈来，到了信马由缰、游刃有余的境
界，书法也就练成了。从楷出发，直到行草，成为
一个有序的书法环链。中国的书法发展到明清两
季，“馆阁体”（台阁体） 的盛行，成为书法普及的
高峰。有人以为，明清两代提倡馆阁体，束缚和扼
杀了书法创作的自由精神。然而，书法倘若没有法
度和规矩，何能登堂入室呢？馆阁体崇尚法度谨
严，隽永秀丽，干净无病笔，没有十几年乃至几十
年的临池功夫，达不到赏心悦目的境界。虽然千篇
一律破坏了书法多元之美，但如果没有基本功训
练，字是不可能达到极高的水平。馆阁体无非是颜
柳欧的变体罢了。但是书法缺了这一环就不行。我
以为，这正符合书法普适性原则的必经之路，没有
终南捷径可走。

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文佑的书法虽非同步文化
教育培养形成的，全靠临池苦练而成，但是，如果
仅仅靠苦练，未必能成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脱俗书
法家。只有靠着自己对书法的审美灵性，才能获得
超越法度的大成。张文佑带着一双寻找美的眼睛去
写字，他“咬定青山不放松”，换得“口吐珠玑”的
盛名。的确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有了如今的气象。

毋庸置疑，张文佑因从小痛失双臂，无意间走
上书法之途，如果仅仅为了混饭吃，用嘴咬笔作
书，在街头秀一把，他就可能坠入街头艺人的江湖
书法窠臼，走向书法的歧途。张文佑的书法是在正
规的训练中，用嘴代笔，寻觅到了比常人的手还要
灵活的审美表达路径。

读张文佑的字，一眼便可找到“二王”的来
路。当我第一眼看到他临摹的王羲之 《兰亭集序》
时，便大为惊叹！叹的不是因为他是用嘴咬笔写出
了如此仿真的帖子，而是惊讶他独到的审美眼光。
他不像广大临摹者那样一味追求无限接近真品，而

是有了自己审美意识的介入与渗透。我观其字里行
间，不仅写出了醉态中王右军的那份浪漫与潇洒，
字形结体笔意都神似，更重要的是，在神似之中，
张文佑却在结体上有所变化，在笔意上更为洒脱。这
些细微之处的变化，都饱含着临帖者审美提升的冲动
和创造的欲望。也许，我对这些细部变化的褒扬，并
不能得到人人认同，但我从中看到了一个书法审美者
的追求。只有不迷信名家大师，才能走出困囿，形
成自己的书写风格。

张文佑的正楷，一看就让人想起馆阁体，虽然
赶不上“台阁体”的“二沈”（沈度、沈藻），也绝
对不输于当今许多名家临摹者。我最欣赏的是张文
佑的行楷和行草。在 《一觉心相》 书法集中，多幅
敬安大师诗抄，尤其是扇面中的大师诗、诗三首和
诗五首，让人沉湎在隽永瑰丽、清峻挺拔的审美意
境中。在规整之中，两幅行书却是各有千秋，“八指
头陀诗三首”是优雅的馆阁体，而小品“咏大德诗
一首”却在庄重法度中现出了优雅，实乃有碑帖之
韵味。

张文佑的未来还很长，若想在书法史上留下印
痕，我并不担心他的毅力，却是不知他的审美眼光
是否还能提升一步，摆脱馆阁体的束缚，形成自己
独特的书法风格。

光是美好和希望，光是和谐世界。光可以照见绘画中的灵
魂，是全世界绘画者趋之若鹜的目标。

19世纪法国印象派是西方“光派”绘画。今天，我们在这里
介绍的是另一种“光派”绘画。不仅完全区别于以印象派为代表
的西方绘画，在东方绘画中也是独一无二。

借院是东方绘画的特立独行者。借院，原名杨文科，1959年生
于中国浙江湖州，中国知名书画家，书法曾获中国兰亭杯一等奖。
不同于因袭相传的传统中国画样式，借院在绘画中让我们看到了中
国画的光芒。光在他的画作中表现出的效果别具一格。光感强烈，
光形奇特，冲击力让人无法区别光理。缓过神来，有勇气定睛端
视，才明白借院绘画之光在光源和光照上都有独特的光理。

与印象派不同，借院绘画的光源不是自然界的表象光源，而
是人的内心关照透过绘画材质即中国画线条进行发光。具体地
说，借院从中国最古老的青铜器中获得了具有光泽的绘画材质。
他先是描写铜器铸造的铭文，潜移默化铜器的金属之质，继而精
炼具备同样坚硬品质的线条材质。如宝剑出匣，质光映盖了纸，
不同颜色即已将纸上的空白幻化为光亮的空间。精炼光源，幻化
光照，这一修炼闭关了20多年。

自然光照进行的绘画会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借院绘画之光
来自内心，就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度。我们可以从借院的中国画中看
到几个特别之处：一是光自由行走不受物象阻挠；二是光自身成为
了画面的丰富内容；三是光幻化物象原形，离开景观进入境界；四是
光牵引物象共同运动达到和谐；五是光穿透画面扩展天地的空间。

绘画上表现光的普遍应用方法，或是西方用颜料堆积，或是东
方用水墨渲染。无论选择哪种，都是为寻找光而营造光。借院的绘
画线条在架构形体时自然地透出材质自身的光，才是“自然光”。

印象派用光描绘自然的景，借院用光描绘心中的境。如果印
象派也可称之为“光景派”，那么，借院可称为“光境派”。光不
再是用于直接照射物象明暗的工具，而是让光自身成形，任意扭转
产生强烈运动，无规矩地激荡于整个画面。光形前进移动的过程，
将画面分割成大小无数形状各异的光点，并以这种光点掩盖画中形
体零碎的形象，让人感觉仿佛宇宙就是由这种奇特的光点组成的。

借金属质感形成绘画光感，强化了绘画光度，使光在画面上
产生高低起伏圆转曲折的极具节奏感的效果，就是“光境派”的
具体表现形式。

借院“光境”的绘画方式方法，奇特性并不限于与西方绘画的比
较，在东方绘画中也是独一无二。这种像萤火虫一样依靠线条材质
自身发光，飞到哪里亮到哪里的幻化手法，其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涵
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因此，我们可称其为“东方之光”。

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混沌的光亮——刘巨德艺术作品展”
“寻归自然——钟蜀珩绘画作品展”“画我所要——戴士和2017油
画写意展”日前同时开展。这3个展览均为“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
系列展”，呈现出3位艺术家新近的创作状态。

尽管创作观念上有所差异，但践行中国文化底色的“写意精
神”，仍是贯穿于3位艺术家作品的核心思想脉络。在复兴中国传
统文化的时代语境下，刘巨德、钟蜀珩、戴士和的艺术探索，展
示了中国文化内在活力的生生不息。不仅如此，3位艺术家的创作
在回望传统文化精神的同时，还将对自我、对人、对时间、对生
命、对万物的深刻体验注入其中。因此，观看作品，我们能够感
受到强烈的生命意识，能够感受到时代精神的宏大气象。

刘巨德和钟蜀珩皆任教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是一对专注于
艺术探索的伉俪。刘巨德来自内蒙古大草原，他的导师是庞薰
琹，后来又为吴冠中做过助教，两位先生奠定了刘巨德艺术道路
的根基和方法——返回本源，继承传统，师法自然。这次展出的
刘巨德100余件水墨、油画和陶瓷作品，展现了他对这片土地热烈
而深沉的爱。

戴士和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数十年里，戴士和在油画写
生、写意的方向上持续努力，写生路线包括沿海的两广、福建惠
安、渤海的渔村以及浙江、西北和中原等多省多处，题材涵盖了
人物、风景以及静物等不同类型。展览选取了100余件近作展出，
立体呈现他在写生和写意方向上探索的新表现。

刘巨德、钟蜀珩、戴士和3位艺术家均向中国美术馆无偿捐赠
了自己的代表作，真真切切地阐释了“人民艺术家”的主旨和内涵。

经典美术标志中国精神高度
□ 钱晓鸣

经典美术标志中国精神高度
□ 钱晓鸣

口吐珠玑 气象万千
——读张文佑书法
□ 丁 帆

口吐珠玑 气象万千
——读张文佑书法
□ 丁 帆

莲池大师《竹窗随笔》一则 张文佑莲池大师《竹窗随笔》一则 张文佑

悠 久 的 历 史 ， 深 厚 的 文
明，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
造，又是化育中华民族的精神
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
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高度的
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
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为中华文明标志性成就
之一，中国美术的发展充分体
现了这一深刻论断。

借院：东方之光
□ 佩 德

共绘“写意精神”
□ 赖 睿

典
从
何
来

借

院

临王羲之法帖之一 张文佑

开国大典 董希文开国大典 董希文

拆戏台 借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