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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当随时代。这是艺术活力不歇的源泉，也是
王西京奉为圭臬的画道。

1984 年，第六届全国美展上，王西京推出厚积薄
发的《远去的足音》，引起画坛一片惊羡，斩获本届美
展大奖。从此，西画技法与中国画的笔线技巧妥帖交
融，成为王西京塑造一系列历史人物的艺术生长点。

《春潮》中波涛汹涌的浪花、苍劲厚润的磐石、迎浪飞
翔的海燕流泻于整个画面，色彩灌注着蓬勃向上的精
神力量，渲染出邓小平在历史变革中的果敢担当的坚
定意志与家国情怀，洋溢出伟人的超然气度与浩然正
气。在为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创作的 《黄河，母亲
河》 壁画中，王西京将中西技法的写实写意交融推到
艺术创作的一个极致，激情演绎了宏大强劲、瑰丽庄
严的中国气派，营造出奔涌澎湃、排山倒海的惊险气
势，把握住狂涛汹涌、水气氤氲、似云若雾的壮观景
象，让观者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
程与自强不息、奋发昂扬的时代风貌。

纵观王西京的画作，无论是颂扬男儿本色、英雄
气魄的革命者题材，如 《知音》《李大钊》《瞿秋白》

《人民的重托》《守望生命》 等，还是抒发古代文人骚
客的千古惆怅，如 《屈原》《司马迁》《岳飞》《文天
祥》《龚自珍》等，其艺术形象都具有一种与民族、国
家和时代融化为一体的凛然正气和精神典范。王西京
对历史名人独具一格的刻画与对人物情感的精准把
握，得益于他内心深处有着浓郁的英雄情结与忧国忧
民的情怀，让他不断地将古往今来的英雄领袖人物化
作内心情感的精神寄托。

王西京求索、景慕的中国古典传统，体现着优雅
超脱的人格精神。以 《竹林七贤图》 为例，他将七贤
置身典型环境中，以环境烘托人物主体形象，通过
狂草的笔意、纵横跳跃的线条、亦浓亦淡的墨色来
丰富画面、表达人物情绪，形成澄怀清澈的禅意抒
写，使观者体悟到魏晋文人追求个性自由的情怀。
他多次为郑板桥与蒲松龄两位古典文人造型塑魂，
每一幅不仅高扬起人物的气节，还立象尽意，结合
人物身世、命运以及不同人生阶段的状态，或以淡墨
晕染、或以枯线勾勒、或以彩墨渲染，甚至夸张变
形，凸显出绘画艺术的历史厚度和个性张力，道尽人
物命运的绝异。

更显出王西京丰厚学养积淀与艺术功力的 《大千
观荷图》，是他从物象走向心象，古典情怀张扬彻底的
一幅代表作。这幅妙契天然的工笔白描绘就作品，主
题鲜明而丰富深刻。荷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品格高贵的
象征，观荷者张大千是近代中国绘画大师。二者天人
合一的入画构图，渗透出王西京寄寓深远的情绪暗
流。从画技上看，线条韵律的多变意在凸显出无色之
色的意境，使画面平淡里孕育着激越，冷静中化出了
超然。线条在荷丛间极富张力的穿插承让，使得情思
能随画的结构而荡漾，情趣能随线条穿插而盎然。可
以说，“移生动质”“凝神定照”“神制形从”“品物流
笔”等这些中国画论中的秘技要诀，都得到了充分展
现。画中人物皓发长须、慈祥脸庞和凝视荷塘景色的
目光，让人物内心洞察自然、感悟大千世界纷扰世相
的心理了然画面。

对一个当代画家来说，向古典回归的最大意义是
寻宗溯源，找到艺术根基。王西京苦心孤诣，将中国
古典人物刻画手法与西方油画写实技巧结合，融合出
广阔意境，以形象逼真的画面，彰显他对民族、国
家、时代精神的呼唤。

吴冠中说“风格是背影”，艺术风格就像一个人的
背影，是画家自然流露的天性。王西京的写实与写意
交融、复归传统又具有现代感的绘画风格，就犹如他
敦厚魁梧的背影，是几十年艺术实践中不懈努力长成
的。如今，他老当益壮，仍与时代同步，将画笔转向
由长安而出的丝绸之路，将中亚与波斯的曼妙风情展
现在洁白宣纸上。在今年的法国巴黎克莱蒙广场展览
馆秋季沙龙画展上，王西京“一带一路”作品 《丝绸
之路系列一》《丝绸之路系列二》《走进阿拉哈巴德印
象系列》《巴塞巴拉印象系列》 引得西方艺术界好评，
他们无不惊叹画家“实、意”交融的绘画功力与中国
画“水、墨”写实的魅力。

日前，中国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

记忆名录》，再一次把甲骨文推向现代

世界。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系

统成熟的汉字，流行在距今3300年多年

前的商代中晚期，是一种用于占卜祈祷

的文字。在发明产生之初，甲骨文就对

中国人的艺术思维，特别是美术审美思

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自1899年偶

然被重新发现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甲骨

文对当代美术也形成了巨大影响。

中国文字道路与中国画思维

中国画是不同于西方主流美术的一个独特艺术体
系。中国画的基本特点是意象思维和线造型，并以毛笔
的书写性笔墨来表达和表现。长期以来，中国文字对于
中国画思维的形成，有着直接和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可
以说，中国文字道路的选择和成熟过程，决定了中国画
思维的特性。甲骨文正揭示了这一判断。

中国字的绘画性首先在于选择了象形文字之路。可
以说，人类各族都经历过象形文字阶段。中国汉字，之所
以能够摆脱普遍的拼音化文字进化之路而独辟蹊径，是
因为突破了两个发展瓶颈：一是象形的高度概括性，二是
语、文分离。前者使象形造字法能够满足日益丰富的生
活需要，后者确保了图形识别成为中国文字的稳定主流，
声音只起辅助作用，或者说是第二作用、间接作用。

例如，苏美尔象形文字中仅表示“人”的不同动态
就有几十个字，使得其在使用中复杂到难以为继。著名
学者饶宗颐在比较了甲骨文和苏美尔文后，认为苏美尔

象形文字本身使用上致命的缺陷，使得苏美尔文走向消
亡。而汉语只有一个“人”字，不同动态和人的功能，
都交给别的字去表现。正是如此，我们依托文字基础形
象的可组合性，走出了新的发展之路。

饶宗颐认为，汉字的特点在文字不随语言而变化，
反而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学上的形文、声文的高度美化，
形成了汉字这一棵枝繁叶茂、风华独绝的大树。

美学家宗白华举例道：叶玉森的 《铁云藏龟拾遗》
里第六页影印殷墟甲骨上一字为猿猴形“ ”，神态
毕肖，可见殷人用笔画抓住“物象之本”“物象之文”
的技能。

甲骨文与中国画的“金石味”

金石味，堪称是近现代中国画风格的重要发现和进
展。在绘画中，金石味具体是指赵之谦、吴昌硕等开创
的追求古拙的笔墨趣味。这种古拙的笔墨趣味正是来自

于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不是用毛笔写出来，而是
用刀和硬质工具刻画出来的的文字。

台湾学者何怀认为，中国画金石味的发现“实在是
历史之美、时间之美的大发现”“有书画金石派之新
路，乃可谓清代诸大书画家石破天惊之新创发也。”中
国美术学院教授洪再新在《中国美术史》中，把这场晚
清以来“金石味”影响中国画的现象称为：“这种书法
篆刻风格爱好方面的变化，标志着中国绘画近代画风的
开始，具有深刻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副
产品，它是近代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找到了一条光明
的出路。”

对金石史料和审美的重视始于宋代的欧阳修等人。
至清代，出现“金石学家更是不遗余力地挖掘古典艺术
的精华所在”的现象。清代中期形成了“金石运动”，
以“扬州八怪”之一金农为代表的一批画家法古创新，
被黄宾虹称为“道咸画学中兴”。黄宾虹认为：“古人善
书者必善画，以画之墨法通于书法”“用笔之法，书画
既是同源，最高层当以金石文字为根据。”

“金石味”的影响，本质是师法古人，强筋健骨，
开启了 20 世纪中国画奇崛、典雅的大写意雄风，涌现
了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等划时代的一代宗
师，为千年中国画的发展再造高峰。

甲骨文与当代绘画

所谓意象，简单地说就是有意味的图像、形象，是
图像和意义的结合。象形文字正是初民通过图像来表达
意义的结果。

有人比较研究甲骨文与西方抽象绘画，认为甲骨文
是先民通过对物象最鲜明、最富有代表性特征的概括而
提炼出的象形字形，如“牛”就是长牛角的牛头形象，

“酉”就是陶罐的外轮廓，“未”是对枝繁叶茂大树的抽
象等，并举例说明塞尚、毕加索等艺术家通过不同视角
创作出了立体主义的作品。

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观察视角的不同。立体主义
是把不同视角的观察画在一个平面上。这种对物象的观
察视角，在甲骨文造字中早有应用，如“员”字，下面
的贝实际是古代的鼎的侧视图，而上面的“口”却是俯
视图。这种观察法如果放在一个平面上，就是中国画的
散点透视；把几个物象元素放在一起观察，就形成表意
字，如祭祀的“祭”，就是人的手拿着割下来带血的肉
去献祭，由手、滴血、肉和祭台构成象形字画面。这就
好比毕加索名画《格尔尼卡》上的肢解的牛、人体、刀
所形成的画面。

《日月山水》 原创绘本是一套 4 册的幼儿识字课
本，起因竟然是一个3岁孩子自己照着甲骨文画出来的
文字。幼教专家由此引发灵感编撰了 《甲骨文游戏字
卡》《我的第一本汉字书》《汉字是画出来的》、甲骨文
绘本《然后》等教材。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甲骨文对人
的审美的培养作用。

当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楠把甲骨文“开
发”成表情包，此举被称为“揭示优美的甲骨文所蕴含
的数学几何之美、文化之美”的新创举。

（作者为中国画学会理事）

四川美术学院几代漆艺人创作的共 60余
件 （套） 作品集中在京城亮相。其中，既有
川美漆艺术学科开创者沈福文的标志性作品

《虾》，也有杨富明的代表作品 《都江瑞雪》，
还有陈恩深、肖连恒、蒲江等人全国美展获奖
的现代漆画作品，同时包括年轻漆艺术学科教
师及个别研究生、本科学生的漆艺术作品。

这是由四川美术学院与中国美术家协会
漆画艺术委员会共同主办的“本体与重构
——四川美术学院漆艺术展”。展览以漆艺术
作品的首次集结和专著等文献的全面呈现，
展现四川美术学院漆艺术近 80年不平凡的发
展历程。

四川美术学院漆艺术专业由漆艺家沈福
文创办于 1940年，是中国最早将漆艺术超拔
入高等艺术教育的专业，20世纪40年代以漆
器为主，50至70年代渐以漆画漆器并举，80年代以后尽为漆画，再到2007年漆艺作为独立专业与漆
画并行，四川美院由此成为全国艺术院校中少有的有两个漆专业的院校。从 20 世纪 40 年代至 70 年
代，漆艺术立足于四川美术学院开放的学术氛围，始终保持着实干精进的学术精神，完成了从工艺本
体到艺术自觉的升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传统意义的表现推进到现代意义的艺术本体的重构，提
出了“画在漆先”及“跨界融合”等主张。漆艺由器守引向开放，进入到技进于道的全新表现局面。

节日之夜 杨富明 夏镜湖

川美漆艺术今日气象
□ 赖 睿

百年中国女性艺术大展举行

日前，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女画家协会等共
同主办的“女性与时代·百年中国女性艺术大展——迈
向新时代”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为

“女性与时代·百年中国女性艺术大展”的首项展览，
是百年女性艺术大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全国各
地的中、青年女性艺术家作品290余件，涵盖国画、油
画、版画、雕塑、装置等各大艺术门类。

展览以历史为线索，以重要历史节点为轴心，系
统地梳理自清末至今的中国女性艺术的历史脉络，全
面勾勒中国女性艺术史的基本样貌，呈现出年轻一代
女性艺术家鲜明的艺术个性、敏锐的视角、多元化的
作品面貌和活跃的艺术创造力。 （文 辉）

在 15、16世纪，东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进入历史
发展的重要节点。这是一个巨人频出的时代。在欧
洲，意大利文艺复兴诞生了“三杰”——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在中国，明代中期的文人绘
画进入高峰期，以苏州为中心，出现了“明四
家”——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

近日，由“明四家”领衔的“回眸600年——从
明四家到当代吴门”绘画特展，以164幅中国画、油
画、版画和水彩画，让观者在古今吴门作品的跨时
空对话中，感受姑苏画坛600年的衍生和吴地文化的
传绪不绝。

拥有 2500多年历史的苏州，是吴文化的中心地
带。以“明四家”为代表的“吴门画派”，自沈周开
创以来，被认为是继承“元四家”文人画传统并发
扬光大的体系，自晚明后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主
流。兼容并蓄的“吴门画派”，既推崇宋元前人的艺
术，也不排斥当时已遭社会非难的浙派以及上溯到
南宋、北宋的艺术；既不囿于传统，又面对自然观
察并有所创造。

明末以后，“吴门画派”的文脉一直延续。从董
其昌开始，与明代“吴派”相衔接，创立文人画新
风的“松江派”。尔后，在属于苏松地区的太仓、常
熟等地，形成了以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为
代表的“四王”画派，承正统派文人画传统，以摹
古为主旨，讲究笔墨趣味，追求文人画意韵。

吴韵绵绵六百载，只因源流活水来。展览除古
代部分，还带来近现代作品 18幅，包括吴湖帆、颜
文樑等近代绘画代表人物的画作。古今穿越，今昔
对比，串联起一幅完整的吴门画卷。

适逢宗其香诞辰 100 周年，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为画
而生——宗其香百年诞辰艺术展”近日在北京举行，展出宗
其香各时期代表作 100 余幅。画作记录了神州大地上锦绣河
山的纵横吞吐，瑰丽生活的盎然情致和风土民生的飞逸神
采，也钩沉出画家艰苦卓绝的艺术之路。

宗其香的中国画、油画、水彩画、素描佳作，皆可入中
国现代美术史册。宗其香尤善夜景和彩墨山水画，更与蒋兆
和、李可染、李斛等画家一道，成为新中国美术改革派的代
表性名师大家。

由于长期追随徐悲鸿，深受其援洋入华、中西融合思想
的陶染，宗其香一生孜矻于中西艺术的交融互补，以夜景为
专攻，创古之未有。徐悲鸿赞他“笔墨管含无数物象光景，
突破古人的表现方法，此为中国画的一大创举”。

在大自然中锤炼笔墨，蒙养艺事。天地造化的鬼斧神
工，成为宗其香笔耕不辍的源源动力。一生中，宗其香数十
次赴全国各地写生。宗其香用内心去感受外部世界的万千气
象，进而毫端成物，神遇迹化，水墨色淋漓尽致，主客观情
与景遇，真善美纤毫毕现。

奥兰加巴德少女 王西京奥兰加巴德少女 王西京

王西京的画道
□ 胡海林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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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走笔

吴韵绵绵
□ 赖 睿

双监行窝图并书记册 唐 寅双监行窝图并书记册 唐 寅

绿梅 吴昌硕

红荷 齐白石

百年宗其香
□ 杨 子

母与子 宗其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