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风采

▲雁荡灵峰图
（中国画）
苏春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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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石小鸟
（中国画）
苏渊雷、 苏
春生、 苏毅
祖孙三代合
作

喜知苏老书画集行将面世， 激动得连
宵难寐， 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如对沧海卷
涛， 浩渺无涯， 不知道从何说起。

当下中国书画家之多冠于世界。 而
存世的大师是谁？ 恕我孤陋寡闻， 无可
奉告。

古代书画乃学人业余雅事， 以满腹哲
史文元气 “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自由
出入历代大家樊篱， 熔铸个性化笔墨， 抒
写人人心中皆有笔下全无的作品。 不沽名
雅誉自来； 不求利而理得心安地与知己交
流。 未闻年习一件作品迎合评委趣味， 参
加大展， 入协会为理事使价格飙升。 甚至
得奖之作有错别字， 再写技短， 万般无奈
剜补添改。 谈不上开宗立派， 书写自作诗
文者百展难一见。 克隆抄录， 千人一面，
怎能创造文化？

五四后的散文作家国学根底丰厚， 消
化吸收中西文学， 成就比终生阅读白话
文， 隔绝遗产的作家要高。 懂外文的人多
于懂文言文的人万千比一， 总不正常。

西方素描符合科学， 在欧美造就大师
上千。 民国之初， 刘海粟、 李叔同二先驱
在沪、 杭倡人体写生， 习国画从素描入门。
中西合璧的画法， 大多是用国画工具作形
似模特儿的素描， 流于技工， 不善于通过
不似之似传神寄情写意。 与 《诗经》、 《楚
辞》、 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文脉绝缘， 不
耐细读。 习素描者无数， 这支队伍中很少
造就诗人词家、 文化渊博的学者。 艺术感
染力单薄， 更不能上升到体现生活规律性
的大道层面。

近来倡导写意油画， 写， 最好是骨法
用笔， 运动线条传播作者情感密码。 意即
意境， 立体可画可吟可居的诗意。 境， 境
界、 气象， 以少胜多， 具备强烈的个人风

格。 境的深浅大小高低， 由开掘真善美的
力度， 表现客体生命力的鲜活跳宕来决
定。 脑无诗的思维， 构不成心象， 只会抄
袭大自然。 无意可抒， 无力去写。 只好重
复照片， 宣告原创力的枯涸。

说清以上道理， 不难看出苏渊雷夫子
首先是哲人、 佛学家、 史学家， 留下近三
千首诗歌的诗人， 同时又是流露着美德、
父性、 书卷气高蹈的良师， 稀有的亲切凡
人。

我曾请教： “人应当怎样度过逆境？”
答曰： “逆顺、 成败、 浮沉皆一念之转。
看穿了只不过是五角硬币的两面， 正反翻
过来， 一体无法分。 你说过： ‘避誉如
谤， 谤有可师。’ 逆境多源于诽谤。 拿它
只当顺境过， 烦恼不可免， 至多十天， 心
底一风吹。 这样它就不可怕， 我们要做到
一生无逆境， 从坏事里找教益！ 自己错不
错都每天三省吾身。 否则成了阿Q的弟子。
心理平衡， 保持自尊， 诗照写寄好友， 酒
照喝， 越喝越明白。 胸襟狭小， 放大痛苦
怜悯自己， 多病早死。 何如活下来报效吾
土吾民？”

我问苏渊雷： “您为什么爱书法？”
他回答： “读书、 朋友、 书画是最正直的
三大补药， 比人参还重要， 都给脑子输送
电源， 帮助我们认识个人内心、 身外世
界。 让我获得巨大的生活勇气和智慧。 写
字在青少年时像绳索， 让我一举一动都受
到拘束。 三十岁之后， 从中找到了大若宇
宙小似斗室的自由空间， 物我两忘， 快乐
无涯。 点是花朵， 绽开纸上。 线是长弦，
昂首高歌。 笔如矫龙， 逸兴遄飞。 使我们
不断减除自身局限， 达到相对完善， 磨炼
成耐性不燥。 写到得法如意处， 大欢喜跟
我三二天寸步不离。 清醒过来， 从新起点

跃马扬鞭， 笔扩张为敦煌壁画上飞天的飘
带， 旋舞黄山三十六峰， 截、 曳、 收、
放， 体悟孙过庭、 张旭、 怀素、 祝枝山、
傅山代表作的神髓魂魄， 处在极高的美学
享受。 红尘仙人， 相视大笑， 平常生命，
超常满足。 任何艺术都替代不了写字、 写
骨、 写气。 百骸协畅， 童心萌发， 口笔难
述。 墨潮滔滔， 洗净凡心， 为祖宗们顶天
立地的创造力骄傲自豪。” 他乘兴以乡音
吟诵断句一联： 海燕笑迎风雨至 （高尔
基）， 浪花怒逐自由开 （托尔斯泰）。

先生作画始于二十岁前， 时间甚长，
画毕随即赠人， 并不珍视， 散佚颇多， 其
画名为诗文学术书道所掩。 春生世兄搜罗
到四十余件， 付出大量劳作！

我崇敬苏老， 喜欢读他的书画， 品位
很高， 和他的生命历程， 严谨治学， 才华
怒发， 胆识修养混然契合。 浪漫主义想象
力， 在笔墨中脱颖而出。 是七十年间画家
行列里极有学问的诗人； 诗人堆里颇见书
卷气息的画家。 首先是能写出那样的诗，
才能挥洒出如此卓尔不群的画。 艺兼众美
不在于各类数量繁多， 体现创作实力还要
看精致程度。 诗歌思维的活跃， 写境风骨
的豪迈， 都是今天画家最普遍的弱点， 笔
一落纸， 无从遮掩， 花架子摆得再高， 钱
赚得再多， 无法掩饰文化贫血症的沉重。

苏老书画不愧为无声诗， 顽强地用诗
人眼睛与古人名作沟通， 洞悉幽微， 去粗
存精。 把诗情洒遍表现对象， 使开采出来
的形象及内核， 打上诗的烙印。 存其神
采， 剪去非本质性物象， 蒸馏出自己发现
的心象， 不多不少， 准确地表现， 便是出
色的当代文人画。 这一系列创造过程， 充
满着他特有的气息， 百分之百的文人画。
有学问， 读书多； 悟性强， 灵气喷射； 善

书； 无技巧可以卖弄， 无习气。 在专业画
师看来不会画， 却画出了抒情好诗。 他画
的苍松是非文字的自传， 代表着遭遇相同
群体的雅洁。 一位无名诗人赞扬道： 一管
擎天笔， 千秋动地歌； 贞心疑铁甲， 风雪
壮虬柯。 长松傲霜耐冰雹， 青袍闪亮， 正
气抖擞， 坚忍等待春满人间， 乐于奉献栋
梁之材， 幽香远播， 果实入土， 新芽不计
旱涝肥瘠， 秉承孟轲先贤呼唤的硕德： 贫
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 即
大丈夫的凛烈操守。 虬龙横空， 恣肆腾
舞， 惜墨如金， 饱润明丽。

中央美院李少文教授评曰： “浩然文
气， 画坛无人可及。” 堪称知言。

苏老作 《水仙》 清气漫溢， 风骨秀
挺， 不染一尘， 飘飘欲仙， 持重飞动， 花
叶顾盼， 气节凸出， 行笔散藻漓华， 天机
流衍。 又非凌空而立， 与普通观者呼吸亲
切邻近。

梅干屈铁沉凝， 至简蕴籍， 枝萼冷
逸， 热血沸腾。 构图作反写 “丁” 字， 留
白延展全图三分之二， 饱和充盈， 无画处
旷而不空， 可以圈点。 梅兰竹菊合为 《四
君子图》 穿插不漏机心， 味厚情长， 竹魂
刚韧， 兰叶婀娜劲健， 菊瓣高洁有操守，
避让回旋， 同抗冰风。 节奏明快， 风华内
敛。 君子之交淡如水， 表彰良友心电往
来， 质朴淳和， 寄托遥深。

苏老为革命奔走呼号， 坐牢， 九死一
生， 受非学术因素干扰， 还是完成了过人
的业绩。 我们要学习他做人治学诸多品德，
为父老姐妹服务。 其未竟课题， 待贤者接
力拓展， 并需获得必要的重视支持。 书画
集出版是诚挚的纪念， 对健在的师母到他
家几代亲友弟子以及读者们都是莫大的欣
慰。 (作者系著名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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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渊雷、 苏春生丹青翰墨文献展》 于 12 月 26
日在韩天衡美术馆开幕。 被学林艺界称为 “诗书画
三绝兼擅， 文史哲一以贯之” 的苏渊雷不仅有着早
年投身革命的经历， 而且是位学识渊博、 著作等身
的学人。 他的书法用笔畅达遒劲， 气息高古朴茂，
章法疏密有自， 展示了 “书之妙道， 神采为上” 的
境界。 其书大都是自作诗， 更彰显了其精深的文学
造诣。 他的绘画以梅兰竹菊及古松奇石为主， 笔墨
飘逸灵动， 取像简约奇崛， 极富诗意禅境。 苏春生
自小家学渊源， 喜好丹青。 毕业于浙江美术学校，
师从于当代山水画大师陆俨少先生， 后执教于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并任系主任， 培育桃李， 薪火
相传。 他的书画造诣深厚而功力独到， 系学院派代

表人物。 其山水讲究笔墨皴法的精湛传神， 崇尚气
韵意境的典雅雍容， 注重章法构图的跌宕变幻， 具
有文人画的书卷气。

本次海上二苏展突破传统的展览模式， 更新常规
的策展形态， 注重于丹青翰墨的多元展示， 强化文献
史料的综合汇集。 苏渊雷在文学、 史学、 哲学、 佛
学、 画学、 书学上建树卓越， 与不少鸿儒耆宿、 大师
名贤笔墨相酬， 诗文相交。 展览中有马一浮、 沈尹
默、 赵朴初、 王遽常、 潘伯鹰等的题匾书联， 并有章
士钊、 夏承焘、 高二适、 周谷城、 钱钟书等的尺牍精
萃。 苏春生有陆俨少、 唐云、 谢稚柳、 程十发等的名
师留痕， 亦有多年学艺的雪堂札记等， 从而使本次展
览凸显了其艺术性、 文献性、 学术性及史料性。

丹青翰墨 文献精彩
———《苏渊雷、 苏春生丹青翰墨文献展》 于 12 月 26 日起在韩天衡美术馆举行

正值红梅绽放， 岁序更新之际，《苏
渊雷、苏春生丹青翰墨文献展》于12月26
日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开幕， 这是一次
集艺术性、文献性、学术性与史料性为一
体的大型展事， 可谓是海上艺苑迎春的
东风第一枝。

在海派学者及书画家群体中， 如苏
渊雷这样有着资深的革命经历及在国民
党狱中进行斗争的人是屈指可数的。 苏
老是一代学人， 在文学、 哲学、 史学、
佛学上造诣深厚， 著作等身。 系 “文化
所化之人”。 因此， 苏老的书法绘画，
取法高迈、 意韵丰逸、 气格清朗， 体现
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 书法的表现形
态、 墨象元素及审美内蕴， 是贵在 “达

其性情， 形其哀乐”。 苏老的笔墨潇洒
酣畅而矫健灵动， 线条苍劲朴茂而跌宕
多变， 突出其运笔挥毫的写意性和抒情
性。 不做作、 无习气， 格古而韵清， 爽
朗而鲜活。 我一直认为苏老是林散之老
后的又一线条大师。 苏老的绘画系典型
的文人画系， 其题材亦以梅兰竹菊及古
松奇石为主， 其运笔恣肆豪放， 构图简
洁传神， 线条刚柔相济， 章法大开大
合， 既有 “迁想妙得” 之态， 亦有 “象
外生意” 之趣。

苏春生青箱家学，耳濡目染，艺事
发蒙甚早。 后入西子湖畔的浙江美院求
学， 师从于一代山水画大师陆俨少先
生，经受了恩师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和

笔墨指要，取法正脉，传承有自。 在担任
上海华师大艺术系主任期间，更是勤于
艺事，致力于学术与教学。 他“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 三十多年来，三十多次
登临黄山，构成了属于自己的黄山笔墨
谱系和表现语境。 其后他又注重于变法
突破，用笔赋形，以线造型，突出现代空
间的张力和视觉效果，使传统皴法进入
化境。 苏春生的书法以二王为师，旁参
东坡、南宫，运笔遒劲酣畅，线条丰丽飘
逸，气韵典雅雍容。 而今他亦七十有八，
“丹青不知老将至”， 可谓是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

“海上二苏，诗心文胆。丹青流芳，翰
墨传世。”中国的诗文、书法、绘画所形成

的艺术系统， 具有文化构造意义和精神
审美内蕴。 本次展览内容丰富， 形式多
样，创意新颖，突出了其特有的文献亮点
及史料展示。

艺林学界称苏渊雷为 “诗书画三绝
兼擅，文史哲一以贯之”。 苏老同近现代
大师鸿儒多有交往，与马一浮、章士钊、
柳治澂、沈尹默、冒鹤亭、赵朴初、潘伯
鹰、高二适、周谷城、钱钟书、唐云等的诗
文唱和、题匾书联、尺牍往返，弥足珍贵。
苏春生亦有多年从事创作的雪堂札记及
陆俨少、钱瘦铁、谢稚柳、程十发等的名
师留痕、书画题跋等，从而使整个展览文
采风流，蔚为大观。

(作者系高级编辑、艺术评论家)

艺林大观 文采风流
王琪森

▲海水摇空绿联句 （书法） 苏渊雷作

▲

王维诗意图（中国画） 苏春生作

▲迎客松
（中国画）
苏渊雷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