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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著名雕塑家蒋铁骊在上海的首个学术性作品展 《无观———蒋铁骊雕塑作品展》于6月19日至8
月3日由上海市文联、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上海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学院等联合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举
行。 蒋铁骊是目前上海具有代表性的优秀雕塑家之一。 他的创作见证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既展示了艺术
家的社会使命责任感， 又在继承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勇于进行艺术创新。 上海著名美术评论家朱国荣认
为，“蒋铁骊在雕塑创作上与许多当代艺术家的探索似乎并不在一个方向上，他塑造的人物是具象的，却
是带有抽象性的，反过来又是实实在在生活中的人。 他将人物雕塑的物质性赋予了一种精神上的意义，
无论是单体的、双人的，还是多人组合的都是如此。我想这就是蒋铁骊雕塑艺术的魅力所在。” 本次展览
展出了蒋铁骊从1999年至今所创作的《时光之旅》、 《六祖慧能》、《宋庆龄像》、《周信芳像》、 《诸子研
究——论道》、《梦想者（男、女）》、《弘一法师》、《瞿秋白》、《快乐步伐》、《倒立者》等代表性作品，基本勾勒
出蒋铁骊艺术创作的发展轨迹。这里，我们刊登蒋铁骊先生创作谈《雕塑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生活的另
一端，真实又遥远》，以帮助观众对蒋铁骊作品的了解和认识。

蒲、石、书、画“四雅”齐集一堂
俞 莹笔底流淌着彻底的快乐

沈嘉禄

作家笔下的画家 艺讯速递

“蒲石雅韵———名家邀请展”最近在
徐汇艺术馆举行，不但展示魅力无穷的蒲
石盆景， 更邀请到数十位海上书画名家，
共同挥毫展示蒲石品格，蒲、石、书、画“四
雅”具备，这在海上画坛还是第一次。

菖蒲，眼下正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
的赏心乐事。 养菖蒲据说已经和学古琴、
摆茶席一起成为了“新时尚”。 其实，清代
园艺家苏灵在《盆景偶录》中，是把菖蒲与
兰花、水仙、菊花并称为“花草四雅”，是文
人亲近的雅物。 如此说来，养蒲可谓是古
今通吃、大俗大雅之事了，值得提倡。

菖蒲为草本，有特殊香气，闻之可以醒
脑提神。其根茎可以入药，古人认为服之可红
颜黑发、延年益寿，其绿草又能养眼醒目，可
以作为案头清供。 它最可人之处还在于，“不
假日色，不资寸土”，无需阳光，无需土壤，给

点清水便灿烂。 上能添斋雅，下可得野趣。
菖蒲与石头真正发生亲密接触， 应该

是在玩石之风盛行的宋代。 诗人陆游的一
首《菖蒲》诗（诗人同名的诗写过好几首，说
明也是爱蒲之士。

石头配菖蒲， 石头似乎只是配角。 只
是，石头向来就有更多的拥趸者，更容易入
画，也更容易养护，尤其是其长寿永恒的象
征意味（向来有寿石之说），与菖蒲的药用
功效倒也十分呼应。 而且，石头与蒲草，好
比就是永恒岁月和短暂生命之对话， 两者
的结合，可谓天作之合。 甚至，有时候石头
的风头要盖过菖蒲。

不过，蒲石之雅要传播四方，还得仰仗
书画之功。喜好蒲石的更多是文人雅士、画
家墨客，古今皆然。 蒲石书画之完美结合，
也许才是真正的“四雅”。

� ▲蒲石雅
韵———名家邀
请展现场图片

石禅构筑诗意的艺术世界
海阔美术馆力求成为原创艺术的展示平台

李兵

“旧瓶新酒———石禅中国画展”近日在
刚刚成立的上海市金山区卫清东路的海阔美
术馆举行。 石禅是上海书画院画师、 上海淀
山湖画院院长， 是目前活跃在海上画坛的一
位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大写意花鸟画家。 作品
多次入选各类国内艺术大展并得奖。

石禅的作品流淌着唐诗宋词的意韵。 那
棵石榴，啜着红洇洇的朝露；那株白荷，兜满
了潮滋滋的野风；凉亭上叠乱的黛瓦，披了
一层亮晶晶的薄霜； 古井周围的一圈青苔，
映照着一对老友的薄醉。 虬松丑石，红泥小
炉幽光明灭，紫亮的提梁铁壶，将一注泠泉
煮沸，虾眼翻起夕照的思绪；持竿对准枣树
梢头的老汉， 将果实打出一个个短促的韵
脚，在青石板上晕散窑变后的釉里红斑……

这些画作虽然尺幅不大，容量却不小，
还隐藏着小说或戏曲的情节，曲折、起伏、
回旋、抑扬、悬念迭出。

石禅善于描绘诗性生活，追求青藤、八
大、石涛、虚谷、昌硕、白石的写意精神，面目
俊朗，气格高古，他用笔沉郁痛快，沉着有
力，线条富有弹性，张弛有度，色彩明快欢
悦，情趣盎然。 在中国画强调的气韵方面，
淋漓痛快，云雾弥漫，或如坐春风，似醉佳
酿。 也因此，在许多场域，十米开外的白墙
上，观众便能认出石禅的画，无论一朵花还
是一只鸟甚至一只佩带双刀的螳螂， 都成
了他的化身，向观众伸出一双有力的大手。

难能可贵的是， 石禅在继承传统文人
画的基础上，引进现代构成的元素，画面更
具开合与张力。 他在作品中体现的文学性

和音乐性，以及弥漫整幅画面的隐逸之气、
苍茫之气、旷达之气、率真之气，别开生面。

举行本次展览的海阔美术馆， 地处金
山，是属于“海阔·东岸文化创意产业园”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向来“身居”市区。如今，在上海的郊区也开
始出现了一些颇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
园。“海阔·东岸文化创意产业园”不仅有美
术馆，还有特色书店，形成了别开生面的文
化艺术空间。 海阔美术馆展厅总面积达
6000平方米，有6个展厅，设计新颖，相当于
一个中型美术馆。海阔美术馆着力展示、推
广各种原创艺术。 除了国画， 还将展示雕
塑、油画、版画等各种艺术，力求成为金山
区展示优秀原创艺术的重要平台。

江宏是以传统风格著称的山水画家、
美术史家，他的古体诗写得也相当好。美国
芝加哥艺术学院史论教学的教案中称江宏
为“中国当代活着的文人画”的范例。

江宏可能是个慢热型的画家， 他身上
的魏晋名士气息， 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 先喝茶，再喝酒，然后在罗汉床
上盘腿而坐，冥想一两时辰，或与到访的朋
友东拉西扯甚至争得面红耳赤， 突然将杯
中的残茶一饮而尽，从罗汉床上跳下来，趿
着鞋飞步来到南窗画桌前， 呼地一下从晾
衣竿上扯下一张老宣纸，白云一般展开，再
从笔筒里拔出一支长锋，往砚台里戳几下，
画了？ 不，他在考虑从何处落笔，这么一想
可能又是半天。

但也有例外，比如窗外阳光明媚，春花
一夜怒放，他看着高兴，一杯茶未吃完就进
入颠狂状态，笔扫千里，风卷残云，一张画
很快就完成了。 但你若要细看， 却不是花
卉，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山水丘壑，是他心
里的终南山，大山的涧子边开着一片红花，
或许与窗外的景色有那么一点关联。

收到江宏寄赠的大型画册 《林泉高
致》，迫不及待拆封瞻阅。 啊呀！ 这一幅幅
画，笔简意繁，真趣天成，或苍茫而浑然窅
深，苍蔚华滋；或灵动而气韵天成，妙造自
然；或清润而墨韵天然，清雅绝俗，满纸的
春天消息！

这本《林泉高致》，是继《兴高采烈》《双
松平远》后，江宏献给中国艺坛的又一本分
量厚重的作品集， 问世后即受到艺术界的
注目与好评。 过去一年里， 江宏不动声色
地办了几次个展。 所谓不动声色， 是某单
位、 某朋友撺掇他， 他只是按时送交作

业。 另一层面， 他也不愿意惊动报界， 甚
至连豆腐干大小的信息也无意透露， 他只
为高山流水的知音奉献新作———每次画
展，无论尺素斗方还是整匹巨幛，基本上都
是为画展的特定主题而创作的新作。 也因
此，他的画展总能让人喜出望外，获得新的
享受和感悟。

这册《林泉高致》里，水墨画所占比例
也不小，这是俗话所说的归绚烂于平淡吗？
好像也不是，江宏早就归于平淡了。我以为
就是心血来潮，酒后斗气，就是看不惯目下
脂粉气太浓、 甜俗味刺鼻的画界气象，或
者，就是某年某月某个风雨大作的深夜，上
苍通过一声霹雳，下达了神谕。

事实正是如此。江宏 60 岁时，亲戚、朋
友、学生吵着要为他祝寿，他不肯落这个俗
套，但周甲之寿也不能闷声不响吧，那么就
出本画册。 但这本画册又必须跟时风不一
样，除了画作，最好还有点文字，于是就借
着烈酒燃烧起来的熊熊思绪，与他的学生、
上海师大美术学院教授邵琦商量一番，拟
定 20 个话题。这些话题也是中国绘画发展
到今天绕不过去的， 更是当下中国画欲突
破瓶颈而必然重审或反思的。

借酒畅怀，诗酒合力，于 2008 年诞生
了《兴高采烈》。 但读者觉得大部分话题还
没有讲透，他们不知道江宏玩的是“欲知后
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故意留下引子，
让自己与读者一起思考。 又过了两年， 他
推出第二册 《双松平远》， 而前不久推出
的这本 《林泉高致》 是第三册， 接下来还
有 《唐宋诗意》 《山川记游》 两册。 这五
本画册能不能将江宏想讲的话题讲透呢？
不知道， 对于江宏这样一位敢想敢说的画

家兼美术理论家来说，只要有美酒和朋友，
思考是没有止境的。

江宏应该是当今中国画坛一个异数。
我不管别人是如何解读异数这两个字
的———在网络时代， 这个词汇使用频率肯
定敌不过每天从信息流水线上下线的热
词，但在“老派”的文化人那里，这个词汇有
着一层温润如玉的包浆。 我不算“老派”的
文化人，但也不再年轻，感受了一点沧桑，
有点阅历也有点艺术经验， 所以我认为江
宏是异数。

这个“异”，在于有异秉。他没有拜过正
式老师，在他青少年时代，那个时候老一辈
画家都如惊弓之鸟，如秋风落叶，如过江泥
佛，如瓮中之鳖，谁敢收他这样一个“有思
想、不安分”的学生？那不是自找麻烦！但秉
赋是会发芽的，如笋尖一样要破土而出，顶
翻石板的。

当然，异于众生，一定要有“异”的场
域、“异”的氛围。江宏的父亲江辛眉先生也
是有点“异”的。他是一位诗人，受教于王蘧
常、钱仲联教授，国学造诣甚高。 建国后在
各个中学大学任教。 后任上海师范学院历
史系副教授。 在缺乏教材的情况下就自己
选编教材，很让学生受用。 还著有《唐宋诗
的管见》、《读韩蠡解》、《诗经中的修辞格举
隅》多种著作。他对江宏的影响是相当深远
的，给他讲点经史子集，但不多，而与来访
者交谈及唱和时，江宏很喜欢在一边，虽不
太懂，但一旦听进去了，感悟到了，就是潜
移默化。 江辛眉从不要求五个子女如何规
划自己的人生，一切凭兴趣而为。江宏小时
候在家中白墙上涂鸦，时间一长竟成黑墙，
父亲也不责怪一声。后来江宏去农村，苦闷

之时写古体诗回上海， 父亲也只是简单地
批注一下，让他慢慢领悟。

江宏的叔父江成之是前两年故世的著
名篆刻家。江宏早年也刻过印，不知是否受
其影响。江宏还有一个弟弟，上海滩上大名
鼎鼎的大律师江宪。

读小学时， 江宏在卢湾少年宫学过水
彩画，从此养成了兴趣。后来又得到父亲的
鼓励，接触了西洋画及画史，包括古典的、
现代的，那么一个才十几岁的小孩子，就能
在小伙伴面前老嘎嘎地谈论高山仰止的大
画家了。

江宏走着一条异乎寻常的探索之路。
他决心在昏天黑地的艺术道路上闯一闯
后， 就不肯循规蹈矩、 按部就班， 一切都
由着自己的心思来。 这在当时也是没有办
法的事。 不过， 没有老师反倒少了许多羁
绊， 让他走得相当自在， 一路口哨。 12
岁那年， 江宏先看到了一本费新我写的
《怎样画毛笔画》， 惊若天书。 费新我先生
的介绍与观点深刻影响了少年江宏。 之
后， 他又读到了谢稚柳的 《水墨画》， 为
中国古典绘画的意境和技巧所折服， 知道
这是一个美妙的仙境， 决定花一辈子的时
间去探寻。

当然，他内心供奉着多位大师，可能有
李成、范宽、荆浩、董源、巨然、曹不兴、顾恺
之、龚贤、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董其
昌……青灯黄卷的日子， 他关了门， 斟了
茶，跟每位大师交心，请教，追问，甚至辩
论。 他从劫后余存的故纸堆里找出前辈大
师的作品，反复研读，从中悟笔墨，悟画理，
悟画家性情，悟时代风气，悟中国哲学。 史
无前例的年代，文化场馆有限开放，江宏经
常去上海博物馆， 在古代书画绘画陈列馆
里流连忘返。

1975 年秋天得到一个机会去北京，他
就冲进故宫博物院，正逢绘画馆开放，他就
痴痴地看原作， 一看就是一天， 连着好几
天，像饥汉放开肚皮狼吞虎咽，然后慢慢反
刍消化。口袋里没有几个子儿啊，就买一本
铜版纸的说明书，如获至宝，带回反复研读
图片与图注。

“苦难之中，一日三餐有饱饭吃已是奢
望，但仍千方百计每周必去，面对光辉照人
的古代名作， 那种富可敌国的满足感不是
语言所能表达的。 ”江宏对我说。

江宏在艺术实践中又时时体现出异乎
常人的毅力、敏锐和自信。江宏跟他们这辈
子的人的命运相似，去安徽插过队，农民的
艰苦他是有体会的。他不与农民争工分，只
在农忙时出一身大汗，收割完毕，颗粒归仓
后马上回到上海父母身边。 有一次他因水
土不服，皮肤过敏而致局部溃烂，身上奇痒
难忍。 半个月里见不得热风，见不得阳光，
只得躺在床上， 他就孤苦伶仃地在茅舍里
将明代毛晋津逮本 （商务版影印本）《历代
名画记》读至滚瓜烂熟，练就了从此书中信
手拈来史料的真功夫。 二十年后， 他编著
1300 万字的煌煌巨制 《中国书画全书》时
引用了大量史料， 便得益于长期的理论积
累与记忆力操练。

江宏之所以成为独一无二的江宏，是
因为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觉得清醒
是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前提。江宏在已经
出版的几本画册里， 从容不迫地将他经年
来思考的问题以对话的形式表达出来，其
核心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也包括中国古
人一直在追求的东西，人文情怀、家园情怀
以及指向未来的现代性。 （作者为作家）

▲江宏山水画之一 （局部）

▲江宏山水画之二

目前在国内外雕塑艺术领域十分活跃
的雕塑家彭小佳的新作展 “隐藏的空间”，
从2017年6月10日至8月31日在上海原曲画
廊举行。

彭小佳曾在上海一家工艺美术厂黄杨
木雕组工作， 后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雕塑系，并在美国留学。 主要作品有《墙》、
《栅栏》、《轮子》 等大型木雕系列，《书》系
列，为一些重要的美术馆及私人收藏。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将审美
判断留给固有的传统样式和视觉经验。 然
而，具有创新意识的艺术家却总能通过自己
的创作实践，开拓出新的艺术形态，为人们
提供与以往迥然不同的艺术视野。彭小佳的
木雕艺术创作，不同于传统的木雕，是一种
崭新的审美形态。 他借助木雕这一媒介，自
由流畅地演绎出丰富的意象，建构起一个别
开生面的艺术世界。 彭小佳的作品意蕴丰
富，融合了写实雕塑、东方雕刻工艺、西方经
典浮雕、当代装置艺术的元素。 彭小佳在作
品中创新地恢复了中国传统雕刻艺术品的
把玩功能， 在雕塑作品的三维空间之外，通
过把玩，呈现出所谓的“第四维空间”。 彭小
佳是一位当下已不多见的“直接雕塑”的实

践者，他坚信雕塑家应当而且必须直接面对
材料进行创作，以最大限度挖掘每一块材料
自身的质感和特性，进一步发挥材料的审美
潜质。他的创作从对原始木材的斫削锯铇开
始，亲手对材料进行严丝合缝精密到数字化
程度的加工和拼接组合。 对他来说，每块木
材都是从丛林深处向他款款走来的朋友，在
坚硬的木材的年轮肌理之间，栖息着它柔软
的灵魂， 彭小佳将自己的灵魂与之紧紧相
贴，把自己的精神情思都寄托在对木材的敏
锐感知之中。 （刘文）

彭小佳展示雕塑新形态

雕塑如同一面镜子，真实又遥远
———关于自己的作品

蒋铁骊

空间艺术

▲一泓莲香鱼禅意 中国画 石禅作

▲诸子研究———论道
大理石雕塑 蒋铁骊作

▲肖像研究———周信芳像
青铜雕塑 蒋铁骊作

▲彭小佳枫木、 橡木雕塑作品
我们总是幻想着像天才那样以无可比

拟的强悍题材唤醒观者的灵魂， 或是以铺
天盖地的勤奋与作品规模获得历史的认
可。 天才作品中所营造的复杂含义和雕塑
样式上令人窒息的强大力量， 充满了人性
的立场， 我们为之感动并加以铭记。 我们
总能在经典作品中阅读出史诗般的情感和
鬼斧神工般的表现力，这种品质，令我心生
畏惧。 但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我们不具有天才那样对艺术早早就开
始的直觉， 也不具有天才骨子里透出的自
信。 对某些重要能力的建立， 我们没有过
硬的敏感，只能来自师承、来自磨练、来自
机缘、 来自顽强地与时光的消耗。 我期待
着自己的创作生命能够行云流水般一脉相
承， 在若干年后的自我评价中可以通过平
静的细节体现出些许的诚实和不落俗套。
这，或许已是不错的结果。

多年来我做了许多具象的东西。 我从
来不认为具象语言和当代性会产生什么冲
突。恰恰相反，越到后面，越觉得难以驾驭。
因为这其中所涉及到的那些要素———创
造、认知、感悟……哪样不是对艺术家自身
分量的终极考验？ 如果将我们有关雕塑学
习过程中的节点加以整理与回顾的话就会

明白， 具象塑造承担了这其中几乎所有的
核心要素。 并且， 我们的那些所谓专业素
养、认知能力等抽象性的东西，无一不是来
自具象形体的塑造经验。直到现在，我仍然
会不自觉地以具象雕塑的口味来判别同道
之人。 具象雕塑不仅是大多数雕塑同行进
入雕塑之门的必然途径， 更是雕塑家以内
心脉动感知万物之形、 色、 体量的生命形
式。 所以， 我始终能从具象雕塑的塑造过
程中体会出庄严的仪式感。 当雕塑家对精
神世界的表述蜕变为欲望与矫情， 塑造便
转化为机械与被动的接受。

雕塑家对作品的判断应该不断超越以
往的视觉经验， 艺术家的能力之别在于他
是否能调动其感官系统所带动出的生命信
息。 我们时常能从优秀作品上感受出人物
原型跃然纸上的气质便源于此。 对雕塑家
来说， 营造气场———营造令人感同身受的
气场，是雕塑语言品质高下的关键。

我不接受创作过程中的犹犹豫豫。 我
甚至认为某些“反覆推敲”是掩盖不敏感与
不自信的理由。若是我，宁愿将黏腻的雕塑
扒掉重做。 因为我无法牺牲作品的精神及
心理标准。

在我的某些创作中， 对应于冷静细

致的刻画技巧， 如游戏般划刻的泥痕更
像是对传统写实技术的挑衅与戏谑。 这
显然不是塑造的马虎与敷衍， 认真而投
入的过程似乎将原本虚拟的有关塑造的
“剧情冲突” 幻想为一场真实存在的记忆
经历， 这种幻想无意指向任何表面文章
或是世俗激情， 它在心中不断膨胀， 空
洞而富丽。 这种发自内心的痴迷省略了
面对自我的虚伪与做作， 那些宏大宽泛
的美学滥调也难以对自己说出口来。 我
只是将我的劳作从无奈变得和谐与充实，
并真诚、 自然地表达出活生生的意识判
断。 雕塑如同一面镜子， 映照出生活的
另一端， 真实又遥远。

雕塑家对世界的看法， 正是通过一次
次的作品锤炼而凸显。 所描绘对象的崇高
或荒诞，既支离破碎，又确凿清晰。 将这些
予以阐述，正是一个雕塑家的宿命所在。雕
塑家的灵魂所及，自然构成他的艺术世界。
雕塑家用各自独特的对雕塑语言的操控能
力展示出他对世界的观察和感悟方式。 我
愿自己的创作能像泼向薄冰的热水一样，
将生活中的一切予以融解与消化。

（作者系上海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部
主任、上海美术家协会雕塑艺委会副主任）

《在文化自信语境中的帛画复兴》 研讨会在沪举行
帛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也是全人

类的文化遗产。 帛画是中国画的起源， 三
千年多年以来， 中国画大多数时间是以绢
帛绘画的形态存在。 作为中国画的重要画
种， 帛画在当前如何振兴发展？ 上海市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特邀社会学、 文化学、 美
学、 艺术学领域的邓伟志、 李伦新、 陈燮
君、 毛时安、 朱国荣、 陈梁、 高春明、 秦

德君、 王多、 龚建新、 穆益林等著名专家
于2017年6月22日下午， 在上海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大楼举办 《在文化自信语境中
的帛画复兴》 学术茶座研讨会， 从各自研
究领域角度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 研讨在
振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帛画传
承、 创新与发展， 学术主持为毛时安先
生。 会后拟出版学术研讨文集。

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美术馆即将开馆
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美术

馆将于 6 月 28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东二
馆内隆重开馆， 这是该协会筹建的第
一个美术展事与活动的平台， 与上海
嘉泰拍卖行公司联手打造。 该馆将专
门从事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旨在建立
一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互动的平台，
展示国内外最新的艺术动态， 致力于
艺术创新与探索。 它将是国内画家艺
术家走向国际的出发点， 也是他们载
誉归来后向祖国汇报的展示处， 它也

将是中外艺术家交流与切磋的重要殿
堂。 该馆将配合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主
旨， 组织年度展事、 举办学术研讨，
成为一个有特色的高端艺术阵地。

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还将
成立沪台文化艺术交流分会， 旨在拓
展上海与台湾地区文化艺术交流， 积
极推动和加强两岸的民间交流合作，
包括赴台演出的音乐会、 画展和承办
在上海的海峡两岸书画展， 以及相关
的学术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