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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015 年 7 月 14
日第 4 版刊登的“于右任

《望大陆》诗手稿”，经钟
明善先生指正，此幅作品
乃于右任先生的海外弟
子金泽子卿所书。特此
更 正 ，并 向 广 大 读 者
致歉。

采编中心
2018年3月27日

“历史巨擘”汇聚《国美春秋》四联巨幅
油画，它们刻画了中国美术学院最为重要
的四个历史节点，描摹了四组艺术教育先
贤的群像。随着四个不朽时刻的再现，缓
缓铺开的不仅是国美90载艰辛拓展的历史
征途，还有激荡与孕育了每一位学子的历
代师者的品格和精神。四个关键时间点，
串联起中国美术学院90年的筚路蓝缕。

“烽火艺程”主题浮雕所刻画的正是国
立艺专师生们谱就的西迁历史图景。这件
主题浮雕不仅是对国立艺专西迁史的复
刻，更是对其不忘初心之不朽精神的雕
刻。唯有刀石凿撞的力度所营造的纪念碑
式的宏大与厚重，才足以匹配这段腹地长
征的波澜壮阔。

中华独特而同源的书艺和画艺，其核
心处是以天合天之“象”。心以“象”为中介
承受天地，以自然造化作为心灵遨游与安
顿之所，进而独与天地精神相往还。悠心
感念，虽远必返。中国画学之根本使命是
展露造化的神变幽微，把握世界的内在气
韵，也即“天地绘心”。

“天地绘心”是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
书法艺术学院所营造的书画殿堂，其集结
了学院众多教师的最新力作。中国美院是
中国书画现代教学体系的创始之地，以潘
天寿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画大师们在西
风东渐中力挽狂澜，以宏博的视野、坚定的
毅力，建构起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艺术教
育体系中得以教习与传承的人文系统。他
们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以国族之
画传承光大民族心志，坚守中国文化本位
与民族特色，力倡中西艺术“拉开距离”“双
峰挺立”，在世界艺术的大格局中弘扬中国
精神，在现代语境中完成中国艺术的创造
性转化。

“艺术家书”有如十余位画家的微型画
室，他们在面向自我打开的“书”上，依各自
不同的绘画经验和表达方式展开着自由绘
画的创作。其为画家心之所向的自主表
达，亦是把艺术融于日常生活的体悟和
记录。

每一本敞开的家书，既是一个作者心
性所致的练习与自我对谈，也是一个个对
凝视的邀请与唤醒——它邀请着每一个人
成为构筑自我“艺术家书”的绘者，唤醒着
我们以自由绘画作为一种感知日常生活和
认识美的方式。

“含弘写心”宛若一个从“日常书写”走
入“内在修为”的幽静书斋。书法、篆刻、中
国画被呈示在弧形长廊的两侧，邀引着人
们去品味它们所承载的时间和意蕴。

中国美术学院于20世纪60年代初开
书法专业教学之先河，建立了中国第一个
书法篆刻专业。作为了中国高等书法教育
的开端，国美书法教育以书法的“通人之
学”为主旨，强调艺品与人品兼修，重视从
书写到学养，从理论研究到书艺实践。其
一方面强调“固本培元”，重视文字与书写
的原始同一性，及书法艺术与文化品格的
内在统一性。在学理上以古文字学、金石
学等来打通中国书法“字”“文”“书”三者间
的内在关联，以此通向经史之传统。另一
方面，力推书法的当代性与开放性，努力丰
富和拓展书法的国际视野。

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教学实践，
国美的书法教育形成了三种鲜明的品格：

“为往圣继绝学”的立身之品；以学养书、研

史通今的立学之品；与古为新、勇于探索的
创艺之品。

“溪山行旅”是一个由影像与空间彼此
互文而构的山水世界，其为山水世界观于
当代的一种表达，也是我们从过往的山水
经验中提炼出的，一种对世界的山水化的
初探。

“溪山行旅”由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
术学院创作团队共同完成，他们于2017年9
至10月之间，走访了云台山、雁荡山、黄山、
齐云山数座名山，以当代的影像语言重构
着传统的山水图式。空间中列阵般排列的
数个屏幕构建起主峰、水口、巨石等，搭建
出一条山水世界中蜿蜒而伸的路。

影像与空间形成着一种静止又仿如动
态的响应和对峙，空间为影像中山水世界
的展开提供了现场，影像则为具象空间的
无限延伸创造着可能。而游者跟山水之间
的关系——或行旅、卧游，或徘徊、行歌，或
临渊而叹，或登高而望——也都将在这一
多重的感知现场中交织而筑。

“心印宇宙”是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
院开放媒体系的VR（VirtualReality）空间。
艺术家们以其不羁的想像力，在VR所构筑
的大千世界中，驰骋着广泛的世界议题：未
来中国城市设计、生态失控、信仰与权力、
数据永恒、虚实反转、人机一体、时空穿越、
记忆物化、基因控制，等等。

“心印宇宙”指向的是这种内外汇通、
灵肉一体的世界本质，是大千世界的微缩
网络切面。它是开放媒体系的老师带领着
十多位“95后”青年艺术家一同创作出的意
念系统。他们是“人机一体”原生代；通过
开放媒体系“授之以渔”的训练和学习，他
们对媒介、对技术、对创想皆无所惧。他们
用VR书写科幻，用VR创想大千世界。

“汉字无疆”展示的是一个跨媒介跨平
台的汉字空间，是一次对汉字可能性的全
面试验，其所意图挖掘与释放的是我们蕴
藏在“汉字”之中的文化“基因”。

通过书法、新媒体、平面设计、动态海
报、字体设计等不同媒介方式的重构，蔡元
培先生在1928年4月9日国立艺术院开学
典礼时的演说词，被以不同的形式展示与
表达。汉字的“音”“意”“形”“书”各维度在
交错的媒介之中，正如一束束被拆解的光，
呈现出汉字在当代视觉传达上的最新探
索，及汉字作为中国文化代码所容纳的民
族信息和文明轨迹。

在字体的当代设计领域里，汉字也作
为我们探讨东方艺术中视觉造图核心思想
的必由之路。由于汉字本身所承载的内
容，对其形态的研究必然超越着各类艺术
形态的分野，跨越着语言学、文字学、人类
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门类和平台，成为联
动不同学科与消解表达媒介的核心交汇。

如今，汉字的设计与拓展正亲历着一
场由技术带来的变革，字库数码化取代了
金属活字，人工智能介入着创作的表达与
呈现，未来之广阔难以预估。而在应用上，
汉字已从初始的“书于竹帛”延展到了虚拟
的空间之中，以万相之态弥漫在人类活动

的毛细血管场域中。正因这无所不在的融
入，汉字的价值得以获得拓殖其疆界的动
力，不断踏向尚无名的领域。

“无墙学院”展厅中呈现的是一系列受
“Panel 21”之邀，来自全球不同领域的重要
学者、思想家、艺术家们的视频讲演，他们
将围绕艺术与教育的核心话题，从完整的
人的塑造、超越艺术界的艺术教育、突破学
院体制的人文教育、网络时代的文艺复兴
人等议题出发，向我们道出他们对艺术与
教育的观察与见地。

在“我织我在”的空间中，数百条由师
者编织的千变万化的绳结里，贯穿着数组
学生的编织作品，仿如上演着一场上手技
艺与日常材料交相共举的舞会；编织的意
识与编织的行动在空间中彼此呼应，又如
一个师生间相互问道、解惑的教学现场。
编织，实为一种最日常的动作，也是与我们
的肉身感知最密切、最原初的劳作形式。
纤维材料具有日常属性，其与社会生活有
着密切的联系。

2018年，在中国美术学院走过90个春
秋的时刻，纤维艺术系通过“我织我在”所
呈现的，是不同时代教与学间的贯通，也是
不同时代经验与感知的双向交织。

设计，不仅作为一种技术的手段，创造
出一种功能性对象，更重要的是，它还贯穿
着美学意志，包含着艺术价值，指向着一系
列的生活方式、社会理想和历史计划。

“东方丝竹”展示的是以“传统活化、设
计转化、东方范式”的思路，围绕东方人的
生活方式，采用丝、竹之材料，所设计的独
具东方体验的衣饰和器物。它们不仅联结
起我们与过往文明的亲缘与血脉，还作为
一个再构中国当代生活的坐标，重新感知
与定位一种贴合中国人起居与审美的生活
模式。

茶米为食、麻丝为衣、竹陶为用、林泉
为居，代表着东方物质文明和独特的生活
方式。新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学院设计学
学科始终致力于对艺术与设计、创作与工
业、生活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提出全面的反
思，重新恢复艺术与日常生活、社会生产的
关联，回应中国制造业、时尚产业的发展需
求，在艺术·科技·产业的社会化大格局中
焕发设计的能量与活力。构筑一个具有

“东方智性、生活智慧、价值智能、创新智
识”的东方设计学体系，重建起一种真正属
于中国人的当代生活方式。

“重建一种当代中国本土建筑学”，意
味着将传统建造、人文思考、当代艺术等问
题铸为一体，复兴融通自然、城市、建筑和
器具的整体性本土营造。

“本土营造”是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
学院营造的空间。对悠远生活经验的认知
与当代生活的直接感知，共同构筑了一个
具有鲜明特质与地域差别的劳作现场。在
每位艺匠者对传统与当代、全球与本土、城
市与自然的思考与行动中，一种心手相合

的造物过程显露而出。它既是对“技进乎
道”精神的承袭，亦是一种当代的领悟与
再现。

中国美术学院的建筑艺术学院从成立
至今，始终以立足传统中国艺术、坚持手工
匠艺的回归，打通传统和现代建筑语言及
建造匠艺的隔阂。以当代“语言学转向”的
哲学深度，创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建筑
学学科体系；以实验建筑”的创作姿态、“本
土营造”的学术方向、“自然建造”的建筑理
念，从建筑造园、景观、城市设计等各个纬
度，探寻一条传统中国建筑的当代转化之
路，一条中国城市建筑文化的返乡之路。

手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先人
智慧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是技艺和造物思
想的表达，是创作者把思想和精神熔铸到
材料与工艺中的上手劳作。手工艺术涉及
着三种历史的渊源：礼乐制器之道、文人玩
物之道与百姓日用之道。

“天工开物”是中国美术学院手工艺术
学院的展示空间。在陶瓷、漆器、玻璃、首
饰等与栖居空间相融相依的艺品间，我们
感受着身心发动、情意直观”“艺道兼通、理
事相应”及“劳作上手、读书养心”的东方艺
术真谛。中国美术学院的手工艺术学院自
创建来，始终本着“活化传统工艺，再造新
型民艺”的理念，以手工艺对抗工业化、批
量化生产所导致的生活体验的单一化，对
抗日渐数字化、虚拟化的生活方式所导致
的感受的浅表化与情感的冷漠化，在大变
革的时代之中，完成人文手艺思想的传承
与铸造。

“人文影画”展示的是来自中国美院影
视动画学院的两类影像。第一类是“戏曲
百折”中的重要作品，第二类是“我记录事
实”的纪录影片。这两类看似截然不同的
影像作品，越过其表达媒介的分野，实则都
为对时间流转与人世百态的影像化表达。

第一单元取材于中国传统戏曲的动画
影片。第二单元的影像，是以第三者姿态
不即不离于当代世情的纪录片。

每年秋天，都是中国美术学院师生“采
风”的季节。对乡土的亲近不仅给予中国
美院的师生们独特的学习体验，也成为了
塑造这所学校教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核。

“以乡土为学院”，是通过“社会调查”
“田野工作”展开“社会素描”的开放课堂。
其融艺术课程与社会工程于一体，引领广
大师生切身地接触现实、了解生活，用鲜活
的生命经验提炼现实的感受力，用画笔和
镜头与人民群众建立起心灵的联系，在共
同生活、共同经验、共同命运中创造与人民
感同身受的艺术。并通过每一个深度参与
的社会课题，完成每一个微型社会的更新，
使社会美育深深扎根在社会现实之中。

从90年前蔡元培先生提倡的“以美育
代宗教”，到今天的“以乡土为学院”，国美
将当下的社会网格化、具体化，以90年来培
育的四万五千师生，深入着中国大地的四
面八方，通过从社会服务到社会创新的实
质转变，以完成“社会美育”的真正实现。

烽火艺程

1928年，中国第一所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

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诞生，同时也拉开了中国高等美术

教育的序幕。从建校伊始仅30多名教职员、56名注册学生

的国立艺术院，发展到如今逾万名师生，地跨杭、沪两市，

拥有四大校区的中国美术学院。90周年深耕带来的不仅

是扩大的规模，更是以四万五千师生的追求缀成的三面猎

猎飘扬的旗帜。中国艺术的先锋之旅、美术教育的核心现

场、学院精神的时代宣言。将句首拈出，正是学院的校名，

也即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盛大开展的学院90周年纪念大展

主题——“中国·美术·学院”。

2018年3月25日，全国兄弟艺术院校领导、外国专家

学者、艺术机构领导，艺术界专家学者，企业界朋友，中国

美术学院党政领导、老领导、老教授和教师代表出席了开

幕式。

这场遍布中国美术馆一层所有展厅的大展并未简单

直接地展示师生的创作成品，而是从学院教学研创的现状

出发，撷取和谋划了15个案例，作为剖面中国美院当下教

学的数个切片呈现在参观者面前，以这些案例来揭示先

锋、现场和宣言的力量。展现中国美术学院的文化坐标、

教育理念和艺术成就，探讨中国特色美术教育的创生机制

与动力机制，叩问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实践路径与发展

路径。

这15案例中，有献给建院、西迁、共和国、改革开放几

代先贤名师的“国美春秋”四联大型历史油画，也有“烽火

艺程”大型纪念浮雕；有展示中国美术学院绘画、书法创作

的“天地绘心”“艺术家书”“含弘写心”，也有再现教学最新

现场的“我织我在”“本土营造”“天工开物”；有多年坚守社

会美育的“乡土学院”，也有铸炼新媒体本土关怀的“溪山

行旅”“人文影画”“心印宇宙”，还有体现现代设计教育实

况的“汉字无疆”“东方丝竹”，展望21世纪艺术教育的“无

墙学院”。纵一叶而知全竹，窥现场以展新貌。这个大型

展览采用现场的形质，创新视觉阅览的方式，构建一个生

机勃勃的艺术创造的场域，让观者以历验的方式行进在教

学与创作的生发之地，共享今日艺术教育的创新意识和浩

然之气，共享国美之路传承不息的使命担当和东方理想。

中国美术学院90周年纪念展围绕“中国”“美术”“学

院”三个关键词，显扬着中国美术学院在革命岁月中，担当

先锋，理想不辍，让战火硝烟的大地成就漂泊的无尽课堂，

让危亡的中国在这里存持天地文心、生民新命，如是艰苦

卓绝、使命卓绝，无愧中国艺术的先锋之旅；新中国成立及

改革开放后，强调基础与理论建设，重视学以致用的学风

培养，又酝酿美术教育的开放性结构，催生自我觉醒、自我

组织的先锋力量，铸炼充满改革和实验理想的重要现场，

让中国的美术教育从这里持续地得以补益，锻造风神，开

拓特色鲜明、内涵丰满的国美之路，如是视野迅疾、改革迅

疾，无愧美术教育的核心现场；进入新时代，中国美术学院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坚定文

化自信，高扬“建设世界一流特色大学”的理想，承绵绵学

脉以励志，主芃芃宣言而弘毅，集一代精英之热血，发五大

国美模式创新高，建设代表了中国视觉文化学科建设高

度，充分展现全球性艺术学院的发展理想。如是理想闳

阔、精神闳阔，无愧学院精神的当代宣言。

历史巨擘

天地绘心

含弘写心

心印宇宙

本土营造

我织我在

东方丝竹

展览花絮

丨中国·美术·学院丨
中国美术学院九十周年纪念大展
中国艺术的先锋之旅中国艺术的先锋之旅 美术教育的核心现场美术教育的核心现场 学院精神的时代宣言学院精神的时代宣言

33月月2424日日，，历时十年编撰而成的历时十年编撰而成的《《国美之路大典国美之路大典》》

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首发仪式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首发仪式。。数百人的师生编数百人的师生编

辑团队辑团队，，共共1616卷卷3939册册，，近近15001500万字万字、、22万图版的万图版的《《国美国美

之路大典之路大典》，》，总长近总长近22米米，，全册重量近全册重量近250250斤斤。。这不仅这不仅

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学术梳理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学术梳理，，

更是中国美术出版史上极具研究性的学术工程更是中国美术出版史上极具研究性的学术工程。。

溪山行旅

艺术家书

汉字无疆

天工开物

无墙学院

人文影画

乡土学院

▲1928年，国立艺术院全体师生合影

书有继承千年新

□ 杨军良

传统，《辞海》释义为系统相
传。又，传其血统。一个民族、社会
和国家相传的不仅是血统，更主要
传承的是文化，传接蕴藏在文化里
的民族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
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
力和时代风采。作为五千年薪火相
传的文化古国，中国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浩如烟海，这其中最具有表现
力和活跃度的就是中国书法。千百
年来，中国书法作为中华民族独有
的艺术形式和精神载体，历经千年
岁月更迭，在不断的继承中创新，在
创新中继承，从而造就了世界民族
文字符号独特的文化现象，成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基因和表现
形式。

在中国书法历史演变进程中，
涌现出了许多让后人景仰的书法大
家，对中国书法的传承与发展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元代的赵孟頫就是
中国书法史上承上启下的大家。他
博学多才，天资过人，成就显赫一
时，是元代最具成就的书法家，擅长
篆、籀、隶、真、行、草，冠绝一时。其
一生遍学晋、唐名家书法，特别是王
羲之、王献之的书法，凭借超人的天
赋创造出遒媚蕴藉的个人书法风
格，其楷书被称为“赵体”，与唐代的
欧阳询、颜真卿和柳公权并称为“楷
书四大家”，把书法艺术推向一个新
的高峰。他的书法不仅经典地解读
了书法传统，又契合了时代的文化
需要，给我们以诸多的启迪与借鉴。

博学胸阔，故字溢其美。诚如
在《书法家≠书法技术家——从书
写文化看书法展览》一文所言，书法
展览成为时下书法传播与观摩学习
主要的方式之一，对书写者产生极
大的导向作用，产生了“千人一面”
的景观，看不到字如其人、字里有

文，缺少了书写文化的观照。不能
偏颇地说“纸上得来终觉浅”，可现
在的书写者确实关注纸上挥洒的
多，而静下心来关注文化特别是熟
读传统文化的少，热衷于参加各种
书法高研班，一味只学书写技巧；留
恋穿梭在笔会论坛，只会挥笔不会
谈文学，结果是繁简字转化误用、古
文借义偏离、不会自作韵律诗等现
象频繁发生。

赵孟頫博学多识，能诗善文，懂
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
吕，解鉴赏，在当时就被称为“元人
冠冕”。他的文学著作开一代之风，
引领一代之学说，擅经学，主治《尚
书》，精通礼、乐之传统国学。音乐
上对律吕之学有深刻研究，所著《琴
原》《乐原》得古人之妙。赵孟頫的
诗赋及文章，清邃高古，读来往往使
人有飘然出世之感。诗文就像他的
书法一样“清新俊丽，奔放自由”“流
转圆润，直抒胸臆”“珊瑚玉树，自足
照映清时”，与戴表元等人一起，力
扫南宋卑弱习气。

赵孟頫在《清河书画舫》的《自
跋画卷》中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
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
细，傅色浓艳，便自为(谓)能手，殊不
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
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
古，故以为佳。”他又在《秀石疏林图
卷》中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
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
书画本来同。”“古意”和“书画本来
同”这两大著名主张，不仅实质上借
古开创一种不同于宋代的新画风，
成为后人学画指引，更极大影响后
世书论学辩和书法创作。他善于融
篆籀之法于绘画之中，竹石、人马、
山水、花鸟，无所不精，无疑是一代
画坛领袖。对世俗贬低界画的看
法，也有独到见解，认为其他画科尚
可杜撰瞒人，而界画却更须具备功
力法度。他还精于古器物、书法、名

画的鉴定，有关年代、作者、真伪，望
而知之，百不失一。元代史学家、文
学家欧阳玄评价其说：“公治尚书，
有书注于礼乐，度数甚明，知音律
……为文清约典要，诸体诗造次天
成，不为奇崛，格律高古不可及，尺
牍能以数语曲畅事情，鉴定古器物
名书画，望而知之，百不失一，精篆
隶小楷行草书，惟其意所欲为，皆能
伯仲古人，画入逸品高者诣神，四方
贵游及方外士，远而天竺、日本诸外
国，咸知宝藏公翰墨为贵，故世知之
浅者，好称公书画识者，论公则其该
洽之学，经济之才，与夫妙解绝艺，
自当并附古人，人多有之，何至相掩
也。”

鲁迅先生有言：“咀嚼一己小小
的悲欢，并视之为大世界。”元朝是
在马背上建立的政权，曾一度保持
原始、粗陋管理模式，对中原及江南
广大地区的人民实行野蛮统治。废
止科举三十余年，其后虽恢复，但仍
是不得实用，形同虚设。赵孟頫作
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并
没有固执成见，以济世的情怀、阔达
的心胸，帮助元世祖忽必烈改旧俗、
推汉制、劝农桑，恢复实施儒家典章
制度如帝号、官制、经理、学校、贡举
等传统礼数教学，使得宋代儒家构
建的理学得以继续传承，并迅速蓬
勃兴旺起来，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百
姓生活有了一定复苏。赵孟頫历经
五朝，保护传承了中华文脉，脱离小
悲欢，直面大社会，真正担当起了一
个书法家、文化学者的时代责任。

“千古不易”方得其真义。中国
书法历经千年沧桑，每一次的创新
与嬗变过程，都让其焕发出更加夺
目的光辉，究其因由，就是中国书法
的内在根源与本质从没有背离。宋
人书法尚意，注重书法的内涵，盛极
一时的《淳化秘阁法帖》《绛帖》《潭
帖》等碑帖，对前人的书法一再翻
刻，百年以来，几经辗转传刻，造成

笔意全失，与原迹差别就会越来越
大，笔法逐渐紊乱，对书法学习者造
成误导，到了赵孟頫时期尚意书道
已衰微至甚。针对宋人纵肆躁露和
轻视古法，赵孟頫力求学习晋人姿
韵和唐人的法度，重新树立法度之
威严，使古典书风重登正位，不仅主
导元代书法走向，且直接影响到明
代以降乃至当今之书法取向。赵孟
頫在《兰亭十三跋》中的著名书论：

“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
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
易。”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不易”，

“不易”的规律在哪里，清代周星莲
《临池管见》就“用笔千古不易”做了
很好的解释：“赵集贤云：‘书法随时
变迁，用笔千古不易。’古人得佳帖
数行，专心学之，便能名家。盖赵文
敏为有元一代大家，岂有道外之
语？所谓千古不易者，指笔之肌理
言之，非指笔之面目言之也。”这“笔
之肌理”就是从古以来，历代书家对
书法的组织结构、点画纵横变化等
内在规律的感受。

赵孟頫强调临写古人法帖和原
帖，并推崇“二王”，他讲：“学书在玩
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
有益。”“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而学
之，便可名世。况兰亭是右军得意
书，学之不已，何患不过人耶。”“右
军字势雄强，古法一变。其雄秀之
气，出于天然。”赵孟頫五十七岁时
得“定武兰亭”帖拓本，“一旦得此，
喜不自胜”，先后多次为之题跋。他
一生所临《兰亭序》当不下数十本，
流传纷絮，为后世所珍宝。他认为：

“兰亭者，新体之祖也，然书家，不学
兰亭，复何所学！”不仅用功临摹，且
深研细究，琢磨感悟。透过其所书

《兰亭十三跋》，即可略窥其用心之
深，用力之勤。黄惇评说：“继承王
羲之不激不厉的平和书风，于陈智
永，唐褚遂良、陆柬之，宋高宗赵构
而一脉相承，笔法蕴藉沉稳，结字平

正而秀丽。”
作为赵孟頫行书代表作《洛神

赋》行楷兼融，行貌点画，结字体态，
深得“二王”精髓，尤其是王献之《洛
神赋》的神韵，妍美洒脱。字体端正
匀称，形态优美潇洒，运笔圆润灵
秀，密疏有致的谋篇布局，让人神气
舒爽。仔细品来，又有其自身气象，
点画的丰腴，连笔之轻盈，飘逸内
敛，端庄秀美中气势沛然。李倜说
其：“大令好写《洛神赋》，人间合有
数本，惜乎未见其全。此松雪书无
一笔不合法，盖以兰亭肥本运腕而
出之者，可云买王得羊矣。”高启夸
赞：“赵魏公行草写《洛神赋》，其法
虽出入王氏父子间，然肆笔自得，则
别有天趣，故其体势逸发，真如见矫
若游龙之入于烟雾中也。”

“书以用笔为上，结体亦须用
功。”赵孟頫所书《前后赤壁赋》，用
笔娴熟、精湛。在笔法上直承右军，
以流丽挺健为主，线条温润凝练，外
秀内刚。清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
中说：“吴兴书笔专用平顺，一点一
画、一字一行，排次顶接而成。古帖
字体大小颇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
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
痒相关。吴兴书则如市人入隘巷，
鱼贯徐行，而争先竞后之色人人见
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
其所以盛行数百年者，徒以便经生
胥史故耳。”《前后赤壁赋》中，赵孟
頫得“二王”衣钵，在横向取势上，多
以宽绰的体格令字势疏朗安逸。对
方形或长形结构给予适当的搭配，
字距留白，字体形变，偶有纵势，草
书参差等，使横向取势丰富而优
美。在密疏关系上，相较于王羲之
的清挺，赵孟頫给人以温婉的美
感。在错落有致上，左右结构的字
令其长短相携，高低俯仰，动静映
衬，沉稳端然又有几许灵动。可以
说《前后赤壁赋》总体上疏朗从容、
宛转流美、风骨内含、神采飘逸，尽
得魏晋风流遗韵。

师古不泥，成赵体遒美。“集书
法之大成，开一代之风气”。赵孟頫
不仅传承了锺、张、“二王”书法，更
重要的是让中华书法得以大道其
行，在元朝获得全面复兴。在当时
书家多只擅长行、草体的情况下，赵
孟頫精研前贤书法，取人之长、博采
众家，熟通各体书法，行、草书直抵
晋人，楷书更是集晋、唐书法之大
成，继颜、柳、欧后，被列入楷书四大
家，世人称之为“赵体”，成为新一代
的宗师与典范。赵孟頫书法成就与
影响之大，在元、明、清三朝无出其
右，一直绵延至今。明代学者何良
俊称其是“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
者”，元末卢熊云：“本朝赵魏公识趣
高远，跨越古人，根柢锺王，而出入
晋唐，不为近代习尚所窘束，海内书
法为之一变。”赵孟頫此“一变”，便
涵盖了书史五六百年。正如胡汲仲
所谓“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
无此书”。清代冯班在《钝吟书要》
中评价“赵松雪出入古人，无所不
学，贯穿斟酌，自成一家，当时诚为
独绝也”。

“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
由。”赵体书法之所以成就赫名，与
其自身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赵孟
頫穷尽一生从传统取其正法，从古
人中吸取养分，努力探索自己的个
人书法之道。他一生勤奋，相传能
一日楷书万字，下笔神速如风雨。
宋濂云：“赵魏公留心字学甚勤，羲
献帖凡临数百过，所以盛名光塞四
海……”“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

弗妙，虽熟犹生。”赵体书法给人以
雅正之美，从始至终书写上没有大
起大落的变化，始终保持着正统、典
雅、和美的书风。无论锺繇的古朴，
王羲之的淳美，还是李北海崛强，在
他的笔下都深深打上了赵体的烙
印。

赵孟頫的小楷取法锺繇、王羲
之、王献之、智永、锺绍京、赵构等
人，对“二王”的《乐毅论》《黄庭经》

《东方朔画赞》等临写深厚。清人冯
班《钝吟书要》记曰：“汝学赵松雪，
若从徐季海、李北海入手，便古劲可
爱。”赵孟頫晚期作品中汲取李北海
楷书精要，结字上更加宽阔自然，用
笔上更加统一老到，后期楷书传世
经典有《重修三门记》《胆巴碑》《湖
州妙严寺记》《仇锷墓志》，结字平稳
端庄，用笔流动方圆兼备，而又寓方
于圆，别有妙味。正是这一“变法”，
使得楷书有了自家的面貌，斐然成
就“四大家”。

朱和羹《临池心解》中称赞道：
“子昂得《黄庭》《乐毅》法居多。邢
子愿谓右军以后惟赵吴兴得正衣
钵，唐、宋人皆不及也。”赵体楷书用
笔沉稳，章法分明，外貌圆润而筋骨
内涵，其点画华滋遒劲，结体宽绰秀
美，平中寓险，点画之间呼应十分紧
密。赵体楷书既保留了唐楷的法
度，又不拘泥于唐楷的一招一式，在
楷书中经常有一些生动俊俏的行书
笔法与结构，笔画形态生动自然，赵
体楷书被誉之为活的楷书；而赵体
行书温润闲雅，轻盈流动；笔法精致
秀美充满了书卷气与富贵气。字形
趋扁方，赵体笔画圆秀，间架则方
正。

钱泳在《书学》中说：“张丑云
‘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
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
气’，非正论也。褚中令书，昔人比
之美女婵娟，不胜罗绮，而睇忠言谠
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
墨间，以定其人品乎！”赵体行笔中
的撇、捺、横，都舒展大方，字字气势
开张，有的字介于行楷之间，显得别
致有味而流韵动人。赵体楷书行常
人不及，起笔之处多注重取逆势，从
空际逆入，不完全把锋芒藏住。收
笔有回锋的感觉，但不刻意顿挫回
锋，强调其书写圆润特点，给人以自
然轻松的快意。赵体字的笔画有轻
重区别，相对颜柳两体明显匀净。
少了横轻竖重的固化模式，孰轻孰
重全靠行笔结字的需要来确定。赵
体的捺、横多起伏，给人以曲折有致
之感。赵体楷书最大的亮点就是充
分借鉴行书手法，点画之间紧凑呼
应，笔意绵绵相接，坚劲而流利，遒
劲而酣美。赵体在明清时期影响更
巨，董其昌对赵孟頫推崇备至，书法
则刻意仿效。清康熙、乾隆二帝倍
崇赵体书法，成为馆阁书体的基
础。后世学赵孟頫书法的极多，赵
孟頫的字在朝鲜、日本非常风行。

最后，借用明代大书家解缙言：
“天资英迈，积学功深，尽掩前人，超
入魏晋”，又“羲、献而下，也无善书
者……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
苏米庶几，元惟赵子昂一人”。赵孟
頫戒除空谈，追溯本源，不忘传统，
力挽书风于颓势，扛中国书法大旗
为己任，推陈出新，削繁就简，变古
为今，承上启下，让中国书法在继承
中创造新气象，在创新中不丢传统
之精神。赵体书法之风骨、气韵、厚
美，是值得后人追慕的。赵孟頫为
中国书法史的发展创新提供了广阔
天地和有益借鉴，足以彪炳书史。

颐斋发布

写在前面：2012年，陈振濂先生提出了“民生书法”的新理念，以书法艺术创作的形式记录具有典型意义的民生故事，开创了
当代书法崭新独特的创作形态。在浙江美术馆举办的“社会责任——传播、阅读、创造：陈振濂综合书法群展”中，陈振濂先生的
60幅“民生叙事”作品成为书法艺术践行社会责任的成功典范，与它同步推进的是从2009年北京展览时提出的“阅读书法”“社会
记史”“日常书写”诸概念，环环相扣，形成了近10年来陈振濂先生对书法创新的独特思路与丰硕成果。为了使这一横贯10年的
努力成果得到更好的推广和传承，特设置“颐斋发布”栏目，以飨读者。

抱云堂·艺思录

编者按：言恭达先生是书法界一位极具影响力的领军人物，他不仅书艺精湛，而且是一位具有
博大胸怀的文艺工作者和组织者，对中国文化有精深的见解。他热衷社会公益事业，多年来将出售
自己艺术品之所得无偿捐资1600多万元。可以说他是一位有责任、有大义、扎根人民的艺术家。今
开设“抱云堂·艺思录”这个栏目，将言恭达先生为人、为艺的一些思考和感悟与读者共享，期望对读
者学书道路有所启迪。

▶古人云“书法唯风韵难及”。此“风韵”
不仅是形式上的风格、变化中的音律，更是人
文情愫的境界。在中国所有的艺术门类中，
书法艺术要进入高境尤为艰难，这就是古人
说的“格”。书法艺术要以最深厚的文化积累
来进行最直观的抽象表达，高古、虚灵的主体
胸次，主要依赖于作者后天的学养，哲学、史
学、文学、诗词、音律……皆是蕴藏着十分肥
沃的土壤。

▶在当下转型的社会态势前，我们应有
更多的理性的科学的选择，少跨入一些感官
刺激的误区。一位哲人说过：“爱是战胜一切
的力量，简单是力量的力量。”简单，艺术界尤
应提倡这一点。简单是心境，是情结，是精
神。简单地活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什么
职务、位子名声……都看得淡些。爱因斯坦

没有物质的扰乱心神，也缺乏诸如嫉妒、虚
荣、怨恨等可引起麻烦或不幸的情感链，更不
屑矫揉造作，包装作秀。霍金《时间简史》问
世后，人们首次能触摸到人类最高层思考的
伟人，而这正是霍金将复杂转化为简单的科
学精神的表露。

▶当代书画艺术已处在一个多方位多层
次的开放时代，每个书画艺术家都面临着自
由的选择，没有选择便没有创造。对我们来
说，当今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形态要求艺术家
的心理潜质要有坚韧的承受能力与兼容意
识。要正视本体价值，重视理性思辨，以各自
强烈的艺术个性和知常达变的能力，在传统
艺术内在规律之中获得自由。我们应该像足
球运动员那样——在不断的滚动中，找到自
己最佳的方位，完成全部的运动。

▲ 陈振濂《上海书市讲演》

▲ 赵孟頫 行书《洛神赋》（局部） 纸本 29.5cm×19cm

——论赵孟頫书法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尺寸：68cm×69cm
释文：上海书市讲演。

赴上海书市，作《经典法帖与当代书法》之讲演，梳理
近百年书法承传之轨迹，曰书法衰微之初，传承初以沈尹
默为代表之上海书法培训，取上海工人文化宫书法班为成
果，讲求师门，注重笔法，多取“二王”行书与褚遂良《雁塔
圣教序》为宗，建立较具个人化色彩之技术规范，其优点为
存亡继绝，传书法脉息，然师徒传承色彩浓厚，经验授受技
法主义为其呈像。另一则浙江美院陆维钊先生之高等教
育方式，注重教学规范，讲求科学性。转益多师，遍学百
家，视书法为训练而有具体目标。然鉴于时事，未能充分
实施，仅存思想成果与文献遗墨，甚见超前解读，曲高和寡
之感。三十年发展表明，后者以经典法帖为尚，融美育与
技法、风格、形式于一炉，渐成发展大势。尤以出版社出版
海量名碑法帖为学习资料之助，而“展厅时代”催生书法竞
技，则见社会文化土壤之丰厚。至此，新时期三十年书法
传承史，个性成矣。
款识：丙辰公历八月二十一日，陈振濂记。
钤印：陈，振濂之印。

更 正

本报讯 3月15日，甘
肃省书协培训中心 2017
年教学成果展终评工作
在甘肃艺术馆进行。本
次评审，遵循中国书协近
年来对展览评审工作的
改革措施和科学方法，按
照《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培
训工作细则》关于“评教
分离（教师不作评委，评
委不参加教学）”的原则
要求，在甘肃省书协评委
库中随机抽调评委 13 名
参加评审。本次展览共
收到602位历届学员作品
1256件。在终评前，省书
协组织专人对所有作品
进行了初评，从每一位学
员的作品中选出一幅相
对理想的作品参加终评，
并按行草、楷书、篆隶进
行分类打包，其中行草书
284 件，楷书 172 件，篆隶
书 146 件 ，共 计 602 件 。
甘肃省书协第十四期书
法创作提高班（天水班）
单独进行了收稿，共收到
作品60件。

上午 9 时，终评工作
在甘肃省艺术馆准时开
始，首先，评委会在艺术
馆举行了简短的评审工
作预备会，甘肃省书协专
职副主席、本次评审监审
委主任贺炜主持会议，并
宣读了省书协对本次评
审工作的注意事项和纪
律要求，评审委员会主
任、甘肃省文联副巡视
员、省书协副主席刘满才
做了简短讲话，省书协培
训中心主任李维君向评
委介绍了本次评审的基
本情况和流程。因本次
评审作品的作者全部是
接受过省书协培训的学
员，优秀学员具备加入省
书协的条件，入展学员作
为加入省书协的条件之
一，社会关注度很高，省
书协对评审工作提出了
五 条 注 意 事 项 和 纪 律
要求。

上午 9 时 30 分，先按
篆隶、楷书、行草将评委
分为三组评审出入展作
品，基本按 50%的入展比
例进行评审，三轮评审结
束后，所有评委对拟入展
作品进行仔细浏览，每位
评委可以对每一件拟入
展作品提出异议，如提出
异议，由 9 位评委举手表
决。第二阶段是获奖提
名，每位评委投出获奖提
名票9张，9位评委共投出
81件提名作品，工作人员
对提名作品进行集中编
号、展示。第三阶段是评
委对获奖提名作品进行
投票，每位评委在提名的
81件作品中投出50票，作
为候选优秀作品。统计
结束后，所有评委对得票
超过半数（5票以上）的67
件 作 品 进 行 了 集 中 审
阅。因为按本次展览征稿
启事的规定，已是中国书
协会员和甘肃省书协会员
的学员可以投稿参加展
览，但不占用获奖、入展名
额。经评委研究决定，确
定此 67 件作品为优秀作
品。按同样程序，对天水
班的 60 件作品进行了单
独评审，评选出优秀作品
10件，入展作品50件。

经过一天的评审，甘
肃省书协培训中心 2017
年教学成果展最终选出
优秀作品67件（含中书协
会员 2 人，省书协会员 15
人），入展作品 266 件（省
书协会员16人）。天水班
优秀作品10件，入展作品
41件。（贺 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