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挝国花鸡蛋花 中国画 鲍莺作

▲法国普罗旺斯原野 中国画 孙信一作

▲

李
超
水
墨
作
品

篆刻艺术

▲书法
施元亮作

▲仁者无敌
篆刻
施元亮作

ｗww．whb．ｃｎ
２０17年 7月 25日 星期二16 中国书画电话：（０２１）62476708 Email：zgsh@whb.cn

哪一个是他的正面？哪一个是他的侧面？
南 妮

作家笔下的画家 艺讯速递

展现各国国花风姿
“花香鸟语———鲍莺作品展”28日举行

钱 华
“花香鸟语———鲍莺作品展”将于7月

28日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举行。 展现鲍
莺历时两年精心绘就的83个国家代表性的
花卉、树种和鸟类作品百余幅。

花卉无疑是古今中外历代文人墨客笔
下最为心仪的创作素材之一。一花一世界。
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 花就开始与人类结
伴同行。 人们从来就不吝啬将美好的赞誉
赠予鲜花。在古希腊神话里，桂花为科学和
艺术之神阿伯隆所有，后来就有了“桂冠诗
人”的名号。玫瑰因为与爱神维纳斯诞生于
同一天成了爱情的代言人， 康乃馨则是母
亲节的最爱。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花
卉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深深浸润在其
民族发展的长河中并最终演变成特有的文
化现象。日本拥有世界上近一半的樱花，观
赏樱花几乎成了日本全民的节日， 甚至像
天气预报一样形成了“樱花预报”。 荷兰和
土耳其有“郁金香节”，保加利亚和美国有
“玫瑰节”，加拿大有“枫糖节”，斐济有“红
花节”…… 花在节日里，花在人们的生活
中，花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相互交融，承载的
是历史深深的印迹。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白居易），莺是春天的歌手，燕是春归的候
鸟。花鸟给人以美的享受，人类对花鸟也同
样寄予了最美好的愿景。 它们是和平的使
者， 鸽子和橄榄枝早已成为人类和平的象
征， 联合国的徽标就是一对橄榄枝托着地
球的图案。 20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 周年时， 欧洲各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当年曾开遍战场的虞美人作为缅怀逝者的

花卉，其深意自在不言中。
上海中国画院女画师鲍莺， 以画花鸟

著称。 她历时两年精心绘就了83个国家代
表性的花卉、树种和鸟类作品百余幅。在鲍
莺的笔下，花树鸟儿婀娜多姿，生机勃勃，
无不跃然纸上，被再次赋予了新的生命，让
人在为之惊叹的同时产生强烈的共鸣。 在
当下成千上万的物种正以人们难以想象的
方式日复一日消逝的今天， 本次展览希冀
通过艺术家的画笔为后人留下一点回望的
记忆，能真切体味到对自然界生命的敬畏，
对美好生活的珍惜，对人类和平的祈愿。

朋友聚会上的桂国强，热情，慷慨，亲
和，常常是某个热烈话题的驱动者，某个热
潮的敏锐发现者。

会议、 发言中的出版社老总桂总字正
腔圆、庄重又矫健。

偶露一手漂亮书法，不免使人震惊：我

们认识的桂先生，哪一个是他的正面？ 哪一
个是他的侧面？ 什么是他真正的精神符号？
什么是他气场之后的镇石？

遒劲与旷达的和谐， 秀美与激越的相
衡……8 岁就开始练习书法，一切的神话皆
有苦功来打底。

惊叹还在进行中， 更大的桂式视觉冲
击逆袭我们的平庸：边缘书法。 这些既是书
法作品又是造型艺术的作品，不是“掌握了
传统，才能突破传统”那样简单；也不是再
现“墨”之生动深邃那样直白。

浓与淡，满与空，虚与实，大与小……
美与哲学在宣纸上演绎， 形式的完美感里
渗透精神的考究。 现代人的力量与现代人
的疑惑交织呈现。笔墨，在此刻，分明抵达创
造的境界。 ———突然明白，在众声喧哗中，
桂总笑声的能量与励志的能量所从何来：极
静才能产生极动。 敛气挥毫是一个人，屏声
凝思是一个人，笑谈天下是一个人，握手友
情是一个人……真正有魅力的人， 正是让
你不断在惊叹中解读的人。 ———不轻易打
开的那部分，屏蔽于公众的那一部分，他与
天地、自然、历史、未来作交流。

天、光、日、月、河、草、山、水、雨、晴、夕
阳……看看这些书写所选的字，高远空濛，
趣味对仗着气势，格局越溢画面，是艺术家
的造诣。真、诚、善、仁、静、和、孤、义、雅、畅、
傲骨、放空、舍得、超越……与自然对应的另
一组，是这样浑然天成，于内的指向，是心灵
的修为，人站在大地的步伐稳稳、妥妥。

看得见的，是有所限制的；看不见的，
必是无限的。

写意书法、装饰书法、哲理书法、趣味书
法， 界定的是书法与其融合的艺术样式；不
界定的是书法艺术可以拓展的永久创造性。

书法书写的自由的张力有多大， 创造
的幅度就有多大。 而这份自由，正是桂国强
先生自己给予自己的。 往往是现实感很强
的人，越能够给自己开创精神的后花园。 这
份对于自由的运用， 它看起来像赤诚而顽
强的童心，对世界永葆热情、纯真、好奇、探
究，但它更是一种人格力量。 超脱现实的羁
绊有形的束缚， 在想象的舞蹈中证实自我
开掘自我。

24 年之后，眼前的新著《墨·可能》，相
比于 1993 年出版的 《桂国强边缘书法艺
术》，狂野飞扬似乎更多变为饱满洒脱。 青
年，与中年。 岁月积淀了激情，思想更加沉
着。所谓艺术力就是生命力。现代意味的雍
容雅致。 大胆变为谐趣， 均衡在于有意无
意。 “墨·可能”。 ———可能，一个多么好的
词。更大的空间永远等在你的前面。无论对
艺术家还是作家， 那是最大的自信与最好
的悟性。 （作者系知名作家，资深媒体人）

“缠———丁设艺术展” 日前在上海
油雕院美术馆举行。 展览展出艺术家丁
设近十年来创作的涉及水墨、 油画、 装
置、 多媒体等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 这
是他创作状态的一个完整呈现， 也引起
了美术圈的关注。

展览的策展人、 艺术评论家彭锋认
为， 丁设根据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特点，
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艺术语言。 如果用
一个字来概括他的艺术语言， 我们可以
称之为 “缠”。 缠绕是一种关系， 一种
发展过程中的关系。 通过不断的书写，
通过平常工作的日积月累， 丁设将它转
变成了不同寻常的艺术作品。 近年来，
丁设的创作多是从无意识书写开始， 赋
予古老的东方符号一种崭新的生命。 他
认为今天当人们重新追寻东方生活方式
时， 那是一种东方文化的自信， 是一种

东方思想体系个体心灵的回归。 文化的
回归既是一种发展， 也是一种自信， 是
一种新文化观念， 更是一种态度。 时代
语境下的回归是对自身文化的尊重， 是
对本土文化的重新审视， 是一种文化精
神的凝练。

具象绘画可以叙事， 抽象绘画能否
表达？ 丁设认为， 自己的创作正在打破
这一层结界。 他认为真实的视觉感受是
具有传播力和可持续性的， 他要创造出
的视觉符号是对应了现代生活、 现代人
的内心感受， 记录并尊重这个时代。 丁
设不断将自己的创作从最初的具象油画
到抽象、 甚至延展到装置与多媒体的尝
试与创作。 初读丁设作品， 从形式上来
看， 丁设的绘画和装置有一个共同特征，
它们都是用线条缠绕而成。 他的画画，
看上去像极简风格的抽象绘画。 但是，

极简的表面不是一次完成的， 而是由数
十遍自由书写叠加而成， 通过不断重复
达到极简的效果。 再读丁设作品， 如同
俯瞰大地。 曾经的空军部队生活让丁设
对在天空翱翔有梦想， 他的抽象语言此
次让他的画面翱翔起来。 平视、 眺望到
腾空俯瞰， 再熟悉的景观也会变得陌生
起来， 让观众享受一种超我、 一份宁静、
一种孤寂。

丁设在展览时还借来了一台激光机
器， 将自己的书写用蓝色激光打印在白
墙上， 令视觉变得更刺激、 更强烈、 更
有节奏。 在展厅二楼， 丁设用钢丝块制
造出了如同缠绵于云端的钢丝云团， 充
分释放出丁式书写的能量。 展出的作品
大部分都是发源于无意识的书写， 为了
让观众对他的创作产生一种陌生感， 他
制造了新鲜的视觉图像。

丁设任职于上海美协， 平时日常协
会的工作一直就比较繁忙， 不同的艺术
活动现场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他一直
活跃在上海艺术的第一线。 繁忙的工作
并没有阻挡他的创作热情， “创作就是
我的休息” 丁设说， 这反而让他更珍惜
时间， 加紧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 并乐
在其中。

丁设自己则将 “禅” 视为一种平常
心： “我随时拿起来就可以去画， 我认
真地记录每一秒的创作， 越放松越无意
识就越珍贵。” 距离上次举办个展已经整
整十年， 如果以艺术家来看， 丁设着实
不算个喜欢 “热闹” 办展的人。 “缠”
字谐音通 “禅”， 丁设说， 现在自己才是
最为放松的状态： “在45岁的年纪， 这
次个展正好是一次释放、 一次总结， 沉
淀下来， 再出发。”

中国篆刻艺术自实用性中出来后，便
形成了自身所具有的独特艺术审美形式载
体， 尤其着重视觉之与文字所构成的文化
审美意趣，从而脱出之前“印匠” 的藩篱，
因此自篆刻艺术史上第二高峰的明清以
来， 大抵业已形成了视觉构成上 “疏可跑
马，密不透风”的美学法则，取法亦多以秦
汉印为圭臬，兼涉战国之古玺印。

晚清至民国初，吴昌硕以苦铁之积学，
获石鼓文之雄健，开豪迈雄健之印风。同时
代不远之黄牧甫， 则自秦汉印及秦诏版中
得启发，走出清俊爽利一路印风，大抵更合
于传统江南文人的审美趣味。嗣后，又有旅
居京华故都的齐白石另辟蹊径， 以直接取
刀上石，奇肆而作，结体亦往往出自己意。
诸前贤之印作， 实有欲脱中国篆刻界浙派
印风之笼罩。然浙派之兴盛至陈巨来，开元
朱文工整清丽新貌之极，温州方介堪、方去
疾兄弟亦堪为个中翘楚。

篆刻艺术发展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沉
寂多年之后的复兴， 使得一时无人暇及的
中国篆刻界又现繁荣， 施元亮先生就是在
这种历史背景下所出现的诸多青年印人之
一，所谓躬逢其时也。

施元亮初师彼时尚健在的一代元朱文
大师陈巨来先生，获印艺之启蒙，后又长期

在温州方氏兄弟之一的方去疾先生门下，
得中国传统印学之真谛，深悟“印从书出”
之根本，读书写字，沉潜其中，观古而滋养，
历九年之功，汇编《花押印汇》一书行世，其
时所治之印亦渐成面貌， 被视为海上印坛
的青年才俊。

筑基之实，积石为峰，然依旧于陈年风
景中讨生活，这对有心在篆刻一道上“追我
天地”（见其所作朱文印语） 的施元亮而言，
显然是心有不甘的。 故而，他求教师尊方去
疾先生，指点迷津。机缘所至，施元亮获见当
时出土之战国时期的楚简文字拓片。楚简书
风的率性恣意的表现，有别于正统之书法意
趣，深入其心，欢喜而习之。 至此，施元亮仿
若求得弓矢，不管不顾，一发而不可收拾，且
得到了方去疾先生的肯定，无论书法还是治
印，皆此中来往，可谓是“楚风开我门矣”。

施元亮之楚简书法、印作，源于其内心
之所求，且两相呼应，因而楚风书印的起点
与同时期篆刻界兴起的变新求异、或依步而
趋地以楚简文字入印不同，其楚简书法取楚
风之俊雅，用笔、构字之率性，讲究线条之健
挺，横弧笔画与垂直竖笔画，皆能有机融合，
因此其书法读来较当下以楚简为本的创新
书法更为醇厚、灵动，洗却出土楚简常见的
草率， 讲究书写线条运行节奏中的笔意生

发，如此书风亦贯穿其篆印的创作之中。
施元亮治印虽于楚简中求得新路，走出

一片自家面貌的新天地， 然而其始终遵循
“印从书出”的美学根本，将书写楚简书法之
用笔、结体的体悟，皆化入印中，融合篆印特
殊之布局，开合、避让、穿插之间，书意之醇厚
之爽利，在其篆印线条表现上尤见特色。

楚简文字入印，倘不思融合变化，依样
画瓢，往往会飘逸有余而醇厚不足，或失之
于草率而未尽得楚文化之浪漫瑰丽之真趣，
只是以形取之。 施元亮则以之前所学于陈巨
来先生工元朱文之基础，后得方去疾先生秦
汉印之布局，取吴昌硕石鼓文之健硕，化融
于自己的楚简印文线条表现中，故而读来不
似一般以楚简入印所常见的线条薄弱之象。

施元亮的楚简印风在当下中国篆刻界
已自成一家， 既有传统印学的审美主旨表
现所在，更有与时代美学相契的真趣，其朱
文印的横弧笔意与垂直的竖线条的挺括，
相映关照，不隔不离，雄健雌伏，得方寸之
间阴阳互易之美；其白文印不率不狂，书意
刀趣，两相照应，因此读其楚简篆印，既有
古雅之精致，亦复见楚人诗章的风骚之美。

施元亮尝屡屡言及，其欲篆印，常常为
之思索经年累月者， 方稍能得其中意趣而
奏刀。 吾信之。 （作者为艺评家）

鉴古求真趣，楚风开我门
———读施元亮篆刻艺术

朱来扣

李超的水墨与他的丙烯作品都有着相
类似的画面效果， 即是充分运用以水化墨
以水化色的媒介媒材的作用，通过纸本（尤
其是宣纸）的特质呈现幻化多端的意象。水
墨的洇化、 渗化、 迹化与走笔所产生的皴
擦、叠合及拓印意趣构成的线面，对于这位
美术史论家而言， 绝非狭隘的视觉趣味层
面的形式游戏， 他的水墨实验不啻是他宽
阔的理论视野下的一种艺术实践。 李超在
绘画实践上的低调和内敛， 并不能掩蔽他
在这个过程中所投入的深切的创作热情和
执着的理论思考。 他近期的水墨作品开始
展开了自己新的一段心路， 他不停歇的作
画，在白色的宣纸上抑扬顿挫，笔墨行止，
过处或然如行云流水，或然如近山远岫，或
然鸿蒙气象，或然蕞尔器物，他的水墨无存
乎传统的笔墨程式和图像， 他有如在具象
与抽象表达之间游走的诗人，游目骋怀，仰
看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自由放达。 无
疑， 厚积薄发的学者修养和雅逸卓然的诗
人性情的融会， 得以在他的画面里看见形
式层面之外的审美意趣。

在他的山水作品里， 云山烟树都被解
构成一块块墨色晕化、 线痕隐现的剩山残
水， 即便是连绵起伏的远岫也或许会被误
读成仿米氏山水的“墨戏”实验。 这种脱离
传统山水程式，不拘束于形色勾皴，以局部
细部物象解构传统山水图像， 导入构成表
现的手法，超越于“墨戏”的实验，而是当下
东西文化交流语境之下对传统墨象的当代

思考。 李超为自己的画展题名为 “开墨见
山”，一则显现了他不事琐屑技理，追求大
开大阖的创作态度；与此同时，也反映了他
聚焦山水画的核心理念：墨，这是中国山水
画形而上精神的符码。 王维《山水诀》中所
谓“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
成造化之功”。 以水开墨，以水化墨，“运墨
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李超紧扣住了以墨
为本的审美意识， 在相对恒定和封闭的传
统审美系统之外， 重新接续和阐发中国画
根性的力量， 开启他以墨象为先导和圭臬
的当代水墨实验。

在中国画的历史上， 笔墨似乎是不可
分离的一体化的程式， 这种程式随着皴法
的丰富渐渐成为一种思维定势， 即运墨必
须与用笔的程式相关联。 李超的用笔全然
放弃传统表现物象的方法， 诸如石法、树
法、水法等等，而是侧力于运墨。项容说“用
墨独得玄门”，正是揭示了运墨之得意在于
水墨色调所具有的单纯、朴素、清雅、静穆
的表征与文人画所推崇禅宗的清幽闲静的
人格修养和审美意趣相呼应。 在李超的水
墨表现里，我们得以看见以墨为形、以水为
气、以水化墨、以墨破墨的墨象生成。诚然，
墨为黑，水为白，黑白变化无方，气韵生动
自出。 他敏锐地看见了墨象这一 “玄之又
玄”的众妙之门，意图以自我的方式领悟其
中的真谛。于是，他的画面虽然多以层叠的
灰墨表现层峦蜿蜒的意象， 仍旧充满着岚
气弥漫的氤氲；即便云山、烟树、村舍这些

在传统山水画里浑然一体的物象， 被李超
解构成一个个恍若孤立的局部， 在他的画
面里依然鼓荡着一股往复上下通幅弥漫的
气韵。可以说，他有机地把握住了水墨至上
的核心价值， 那就是充满闲和严静的禅学
智慧和空灵含蓄的美学意趣所在，因而，他
的作品有一种诗性所蕴含也就不足为怪
了。籍里柯说，一幅作品必须能够描述出不
在它的表象里表现的东西，必须同时是“诗
意” 地叙述远离它们和它们的物质形式对
我们隐藏的东西。 古人说“运墨而五色具，
谓之得意”，也是同理。李超的水墨，呈现了
这样难形的“趣远之心”意在言外的意境。

李超对于传统水墨语言和图式的某种
回避并不意味着他对传统文脉的疏离和阻
隔，而是切入传统水墨语言的背后，直抵水
墨语言的标的与核心， 以墨象为原点和归
结点， 佐证他的水墨实验与传统文脉的接
续和阐发。 与不少所谓的“离经叛道”的抽
象水墨不同， 尽管其作品画面呈现的图式
语言是陌生化的， 而其艺术态度则反映了
他明确的中国文化基点和立场。超以象外，
得其寰中。 李超对墨象的表达与意境的追
求乃是一以贯之的。与此同时，李超在吸收
西画元素 （包括版画肌理效果和水彩方笔
的运用）处理的过程中，始终秉持中国画的
空间表达意识， 即是以心理空间的建构作
为诗性空间（意境）的依托。

（作者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
艺术评论家）

开墨见山 氤氲满幅
———关于李超的水墨实验艺术

徐明松

著名旅法华人艺术家孙信一近日获法
国ART CAPITAL艺术金奖， 与意大利艺
术家让·吕克·西莫尼尼的“东西合璧·水墨
清韵” 主题画展和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孔子
学院第三届孔子中国艺术节活动之 “孙信
一 ‘中国风景’画展”，也分别在法国巴黎、
鲁贝市举行， 引起法国对中国文化有浓厚
兴趣的各界人士的关注。

旅法华人艺术家孙信一先生1947年出
生于上海，先后师从陆俨少、应野平、乔木
等书画大家名家，学习中国画与美学。1987
年留学日本多摩美术大学研究雪舟的画
作，1990年移居法国。他曾在法国孔子学院
担任中国画客座教授，多年来，为传播中法
文化和慈善公益做出了贡献，曾被法国“全
球公益联盟” 授予金质勋章。 他以水墨为
道，传播东方哲学的精神世界。

孙信一先生的画作深深植根于中国画
的水墨传统，从石涛的画作入手，上追元四
家，最终形成了个人的独特风格。本次画展
主要展现的是孙信一先生的山水画作品。

孙信一先生以水墨的笔触描绘塞纳河、阿
尔卑斯山等欧陆风景， 将中国山水画的传
统笔法与欧洲的自然景色结合起来， 开拓
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境界。

艺术的背后是哲学，艺术向高深发展，
必然向高层面的哲学延伸。事实上，孙信一
先生所坚守的中国传统绘画———黑水墨画
中的玄冥幽深，本身就暗合了老子的“玄之
又玄，众妙之门” 哲学境界。老子说：“知其
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白，昭明也，黑，玄
冥也，知其昭明守其玄冥，不自炫耀，人皆
法之。孙信一熟谙此道。正如著名画家陆俨
少曾评价说，“孙信一于中国山水画理论及
中国古典哲学皆有较高水平”。

孙信一先生曾在其一本著作的自序中
这样说道，“懂历史， 懂中国画史， 开具慧
心、慧眼作习，才能成就一片山水。”有评论
家认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用笔墨进
行哲学的探索与思考， 是孙信一先生开出
自己艺术面貌的不二法门， 是孙信一先生
由中国山水到法国山水的渡海之苇。

“丁设艺术展”引起美术圈关注
周建国

向法国传播中国古典绘画艺术
著名旅法画家孙信一近日获法国 ART CAPITAL 艺术金

奖，并分别在法国巴黎、鲁贝市推出作品展
王 前

▲舍得 书法 桂国强作

青年艺术家林子楠日前在衡山路创作
的巨幅露天壁画《新浪漫 The New Wave》
揭幕。 该作品由The Wall公共艺术计划委
约。 这组巨幅露天壁画，全长100米，高4.5
米，位于徐汇区衡山路原酒吧街区域沿街
围墙。

该作品融合东西方文化元素， 向经典
致敬。 一百米长的壁画如时光机， 走过其
间宛如欣赏百年衡山路的海派历史与希
望。通过对“光”的感受，思考人类文明和生
存的未来。 墙上24道间隔刚好如电影胶片

的一秒24格，光束在其中贯穿始终，象征着
生命力的延续。

沿衡山路一路走去， 百米画卷展现着
一幅幅人物、花、鸟和Art Deco风格色块。
在这幅长卷中，具象中的抽象色块，或者抽
象在具象中的显现，是中国画中的留白，是
咏叹调在进入高音前的低吟浅诵， 更是创
作中艺术家将内心所想与观众交流时所必
要的缓冲节奏。

这组露天壁画已正式公开展出， 展期
将延续至国庆期间。

衡山路现别开生面百米壁画
许 军

日前，“紫气东来大江风———李俊书画
展” 在吴昌硕纪念馆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
的文化艺术界人士、 书画收藏家和媒体人
士200余人聚集一堂，参加了开幕仪式。

古色古香的吴昌硕纪念馆展厅陈列了
李俊的58幅精品，花鸟画作或紫云翻飞，或
繁花似锦；书法刻字或精雕细镂，或鬼斧神
工，吸引了参观者驻足流连、拍照留念。

书法家、 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蔡国声这
样评价：我最喜欢和钦佩的是李俊的紫藤
画。 既给人以痛快淋漓、 直泻心臆的爽直
感，又有一种苍老古朴的历史美感。

乐震文看了“李俊的紫藤画展”深有感
触地说：李俊的画有很大气象，紫藤画法以
篆书笔法写成，活脱奔放，刚劲有力，直抒
胸臆，是当今独具特色的紫藤画家。

李俊说， 本次画展取名 “紫气东来大

江风”， 旨在通过画展的形式来拜谒吴昌
硕大师， 向大师求教， 向大师请命。 紫藤
盎然执着的精神时时激励着我， 藉此勉励
自己在艺术人生中上下求索、 奋力攀登。
所以说， 本次画展既是对我个人花鸟画绘
画的一次交卷， 也是一次 “朝拜先师” 的
自我观照。

李俊作为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副会长
和泰州市花鸟画研究会会长， 在做好研究
和创作的同时，积极组织会员先后参加全
国展、单项展，屡屡获奖，取得突出的成绩，
得到广泛的好评， 为推动地方花鸟画艺术
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紫气东来大江风———李俊书
画展” 由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上海工作
中心主办，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泰州市文
联和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协办。

“紫气东来大江风-李俊书画展”
在上海吴昌硕纪念馆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