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窗好友中，袁卫平的隶书一直被称

道。隶书是极其重要的书体，从文字的演

变来看，隶书，尤其是汉隶，其结体、笔法，

直接繁衍了草书、楷书、行书。应该说，隶

书是中国文字发展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

再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隶书以全新的面目

进入我们民族的审美历程。折笔的爽利、方

笔的朴茂、侧锋的优美，使我们感受到中国

文字的变化多端、丰富多彩，也看到了中国

文字与生命共鸣的体式与风貌。袁卫平有文

胆诗心，这一点极其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增

强了书法家的艺术感受能力和艺术创新能力，

是书法“技”进乎“道”的重要环节。

袁卫平挖掘传统隶书资源，谙熟隶书

程式美。应该说，隶书是传统书法艺术独

特的存在，不管是秦隶、汉隶、唐隶，还是宋

隶、明隶、清隶；不管是庙堂巨制，还是率性

小品，隶书的程式美构成了隶书的审美特

征。袁卫平的隶书作品，体现了他在隶书

学习与创作上的功底和才情。他不忽视书

法史上关于隶书的任何记载，谨慎研习不

同历史时期的笔法，逐渐掌握隶书的艺术

规律。隶书碑文中的记功表事，依托着隶

书谨严的法度和端庄的风仪，是隶书书体

的历史背景。这样的历史背景，这样的形

象展现，袁卫平何去何从？历史中的隶书

反娱乐性，当代书法创作能否在娱乐性的

美 学 追 求 上 有 所 突 破，一 直 困 扰 着 袁 卫

平。为此，他以自己对隶书的理解，体察其

体式、用笔的规律等等。他知道，对隶书的

任何了解，任何突破，都不能远离汉隶的文

化根源。那种从天而降式的探索与创新，

如何承担得起对隶书的文化责任？

袁卫平锤炼隶书书写的笔意，增加了

隶书作品的趣味性。隶书的高古与静穆，

一方面把中国书法推向了复古主义的极

致，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美学思想的圆融

与中庸。进入 21 世纪，现代人的思想方法、

情感特征、审美旨趣形成了有别于历史的

特点，书法艺术随着这样的“时代性”自然

发生变化。袁卫平从书法的趣味性入手，

在形式和笔法上，以“散”和“拙”，以“静”与

“淡”，无声无息地进入其书法创作的核心

领域，以墨法之异、色调之差，丰富了当代

隶书的创作。袁卫平对隶书趣味性的追

求，并不是无源之水。现当代考古学的一

系列重大成果，如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楚

简等的出土，不仅颠覆了历史学、文字学、

文 献 学，也 颠 覆 了 书 法 学 。 汉 简 传 达 了

2000 多年前中国人的率真和幽默，在一定

程度上修正了我们对隶书的误读。汉代

碑刻与摩崖石刻被刻工损坏的隶书笔法

的生动韵味，在简牍中戏剧性地出现了，

从 而 构 成 了 对 当 代 书 法 创 作 的 重 要 影

响。简牍的率真与幽默，击中了袁卫平的

内心。他在旧日的墨迹中，捕捉到古人的

闲适心境和时间深处的苍茫，总结隶书书

写的常识和隶书书写的规律，尤其放大了

隶书的趣味性。袁卫平汲取了简牍的优

点，松弛书写，使字型、笔画在合适的时候

稍 许 夸 张，极 大 增 强 了 作 品 的 生 机 与 生

气，与当代艺术崇尚自由的美学风格达成

了一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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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韩国书艺，学校社会政府都有责任
——访韩国圆光大学教授、书法家宣柱善

本报记者 续鸿明

消息树

“荆浩杯”中国画双年展将办

本报讯 （记者王晋军）日前，北京老画家刘宝泉、王龙宝、杜铁

宝、沈重等人，在原北京艺术学院“园丁”、现已 83 岁高龄的董玉龙

带领下，长途跋涉前往北京市密云县河南寨两河村，挥毫泼墨为山

村乡亲题字作画，奉献爱心。老画家们表示，希望国家能继续加大

“三农”投入，在促进农民稳步增收的同时不断提高农村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他们愿意捐献佳作义卖，所得收入用于偏远山村公益

事业。

本报讯 （记者李百灵）由中国国家画院、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

省文联、济源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荆浩国际学术论坛暨“荆浩杯”

中国画双年展，将于 12 月 8 日至 10 日在河南省济源市举行。论坛将

以研究、继承和发扬荆浩山水画艺术为主旨，邀请来自美国、德国、法

国、韩国和国内的 30 余位知名学者、专家、教授进行专题研讨。画展

共收到参评作品近 3000 件，最终评选出优秀作品 60 件、入选作品

246 件。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表示，研究荆浩，宗法溯源，不单是

为做一个单纯的个案研究，更是要以此为切入点，深入思考，进一步

理清现代中国画发展的传统文脉与历史演变线索。据悉，“荆浩杯”

中国画双年展将于 2013 年 1 月 8 日至 11 日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巡

展，之后移师河南省博物院巡展。

沈鹏书法创研班举办毕业展

本报讯 （记者续鸿明）11 月 28 日，中国国家画院沈鹏书法创作

研究班毕业典礼暨学员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办，展出该

班导师、教师、学员的作品近 200 幅。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执行

院长曾来德在展览序言中说，沈鹏先生一直关注原创和个性，在他

的教诲下，学员们在继承经典的同时一直在发掘和表现时代、传统

以及自我之间的审美情感。展出作品注重写传统之韵，写时代之

情，体现了学员们和传统以及时代的精神联系。

沈鹏书法创作研究班是继精英班、课题班之后沈鹏导师工作室

的第三个班，也是中国国家画院自设立导师工作室以来规模最大的

一个班。

中加国际书画艺术展在京开幕

本报讯 （记者高素娜）11 月 29 日，由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

主办的“中加国际书画艺术展”在中华世纪坛开幕。此次展览是一

项民间文化交流项目，参展的 7 位加拿大著名艺术家以油画、版画和

素描为主要呈现形式，38位中国艺术家则以国画为主，同时兼有版画、

油画和书法。参展艺术家不仅有吴长江、郑作良、李砚强、韩辅天等画

坛中坚，王雪涛、董寿平、黄胄和刘凌沧等12位近代中国艺术大师也有

作品展出。他们既有学院派画家，也有职业画者，更有不少侨居海外

的艺术家。

“九城联展”北京站展卖结合

本报讯 （记者朱永安）12 月 1 日，由《京华时报》主办，《成都商

报》、《南方都市报》等 9 家媒体协办的“第二届全国九城艺术联展”

（北京站）在北京当代 MOMA 开幕，展出美术作品 500 余幅，邀请包

括周韶华、范扬、冷军、石齐等知名艺术家和众多有艺术发展潜质的

年轻艺术家参与。联展采用展售一体的形式，在满足大众审美需求

的同时，还以适中的价格满足艺术爱好者收藏与投资需求。

于成松肖像画将在德展出

本报讯 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我们一起走过——

中国百年百肖像”于成松大写作品预展日前在北京于成松美术馆举

办。据悉，应德国社会民主档案局邀请，于成松将于近日在德国举

办作品展。

画家于成松用中国画大写艺术形式，创作了包括马克思、毛泽

东、邓小平、孙中山、雷锋、王进喜、时传祥、焦裕禄、库尔班·土鲁

木、江姐、白求恩等在内的百年百肖像作品。以该套作品制作的

百米肖像长卷去年曾在美国费城独立广场、纽约时报广场等地

展出。 （徐 文）

顾大明展出青绿山水画

本报讯 （记者王立元）由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世界华人华侨社

团联合总会主办的“走进自然——顾大明青绿山水艺术画展”日前

在山东美术馆举办，展出顾大明近期创作及写生作品百余幅，大部

分作品是他在江西婺源及山西河曲写生时创作。顾大明作品擅长

表现江南水乡山国的如梦幻境和俊美诗情。画家杜大凯认为，顾大

明的艺术充满勃勃生机，饱含着对大自然最深的情感与热爱。

顾平画展尽现魏晋之风

本报讯 （记者赵凤兰）11 月 25 日，顾平人物山水画个展在北京

马奈草地美术馆举办，展出 70 余幅人物山水精品。顾平画作中透出

魏晋风骨，他画中的古人点缀山水之间，透着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

超然境界。顾平为江苏南通人，生于镇江，研习书画近 30 年，曾任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院长，现供职于中国国家画院。

瑞平秋拍力推李苦禅作品

本报讯 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秋季大型艺术珍品拍

卖会将于 12 月 8 日至 9 日在北京亚洲大酒店预展，12 月 10 日举槌。

本场拍卖会将主打中国书画和古董珍玩，近、现代中国书画专场重

点推出李苦禅不同时期的书画稿 130 余件。 （小 南）

中华孝文化题材展亮相定州

本报讯 日前，为期一周的中华孝文化题材教育巡展在河北省

定州市文庙举办，展出了自清代以来表现二十四孝题材的瓷器、书

画等作品。此次展览是由北京立建藏馆馆长、收藏家陈立建发起，

定州市政协牵头，联合其他市直有关部门共同举办，主题是“善行河

北、慈孝为先，善美保定、尊老为荣，共同构建和谐定州”。 （高素娜）

北京老画家到密云山村送字画

黄泽森的画是典型的“岭南

派”特色，而且是“岭南派”发展到

现阶段的新特色画。有人称之为

“新岭南派”，也未尝不可。“新岭

南派”继承了“岭南派”的艺术精

神和观念，但又有所发展。

先谈继承。“岭南派”的几位

创始人提出“折衷中西”“撷中西

画学所长，互作微妙的结合”（高

奇峰语）。高剑父还说：“对于绘

画，要把中外古今的长处来折衷

地和革新地整理一遍，使之合乎

中 庸 之 道，所 谓 集 世 界 之 大 成。

要有国画的精神气韵，又有西画

之科学技法。”又说：“汝希望这新

国画，成为世界的绘画。”古今中

外的长处都有，这就是“岭南派”

的特色。所以“岭南派”有两个源

头，一是传统，二是西方。

“传统”的源头是通过居巢、

居廉兄弟学习内地的。“二居”原

籍是江苏扬州宝应县，后落籍广

东，又应东莞张敬修及其侄子张

嘉谟之邀，长期居住东莞，居廉的

艺术鼎盛期也是在东莞时期。所

以，“岭南派”的一个源头也就在

东莞。

黄泽森长期在东莞工作，他

出生于广东省顺德市，也就在东

莞市附近。他大学毕业后，一直

在东莞市生活并任东莞市美术家

协会主席。东莞市正是“岭南派”

的源头重镇，黄泽森在这里，真是

得天独厚。

黄泽森在广东人民艺术学院

和广州美术学院学习过，学的是

经过消化了的西式教育，他的老

师杨之光是徐悲鸿的学生，徐悲

鸿留欧 8 年，回国后，把欧式的美

术教育带到中国，又经杨之光带

到广州美术学院，黄泽森曾得其

亲炙。而且黄泽森也认真研究过

西方的绘画和西方的其他文化。

他多次去国外，尤其是去欧洲、美

洲，考察美术，去博物馆、美术馆

中研究西方大师们的杰作。

所以说，黄泽森学习绘画艺

术的两个源头，一是“传统”，二是

“西方”，也正和早期“岭南派”是

一致的，而且他得到的也都是正

统。他自己说”走的是正道“，这

是符合实际的。

但早期的“岭南派”是以画花

鸟为主的，虽然也画人物，但只是

偶尔为之。“新岭南派”的画家们

则以人物画为主，其中以杨之光

的 人 物 画 最 为 突 出 ，也 最 具 代

表。杨之光的画以中国画的笔墨

技法表现出西洋式的素描效果，

十分逼真，严谨而准确，大异于老

一代的“岭南派”，却实践了老一

代“岭南派”只“撷中西画学的所

长，互作微妙的结合”的理论，推

进了“岭南派”的发展，开始了“新

岭南派”的时期。

黄泽森应该算第三代“岭南

画派”的代表画家之一。他虽然

直接接受过杨之光等人的指点，

但 并 没 有 停 留 在 老 师 们 的 基 础

上，他在吸收老一代的长处之后，

开始了新的探索研究。人物造型

准确、严谨，这是“岭南派”和“新

岭南派”的重要特点之一，黄泽森

不能丢。他学过素描和油画，对

人体的结构、解剖、肌肉作过深入

的研究，并能准确地表达出来，这

是他年轻时就具有的基本功。他

平时速写本不离手，对人物的动

态变化了如指掌。黄泽森出版过

人体写生集，他对人体的造型能力

已完全不成问题，他画人物已不再

是为了学习人体解剖等知识，而是

借人体为载体，体验国画的语言表

现力。他画速写也是借速写中的

人体动态来体验笔墨关系。

“ 岭 南 派 ”的 基 础 观 念 不 可

变，造型准确不苟的技法也必须

继 承，黄 泽 森 要 发 展 变 化“ 岭 南

派”，就在笔墨。他要增加绘画中

的传统文化内涵。杨之光已把国

画 人 物 的“ 惟 妙 惟 肖”发 展 到 极

致，黄泽森要变化，他省去了人物

的面部和形体的仔细刻画部分，

当然，形神兼具依然不减，甚至加

强。他的线条、墨色都不是仅仅

为了造型，而是和形结合共同表

现他的情绪和艺术理想。他的笔

墨（包括线条）更突出，更生动，更

具生命力，且浑厚中饶其逋峭，苍

茫中见其娟妍，都是更具特色的。

尤为重要的是，黄泽森是在

新的时代情境和文化视域中来延

承“岭南派”开放的价值取向与理

想追求。他基于开阔的国际文化

视野探寻中国文化和民族艺术的

精髓和神韵之所在，他追求的是

更为广阔而深邃的审美体验和内

心阐发。在题材上，他从来不将

自己局限于一个狭窄的圈子，而

是依从本心而广为涉猎。时从水

墨人体的结构和运笔中把握水墨

语言本体的生命力和张力；时又

远赴天山，在草原、冰山、戈壁以

及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中体味都

市人群所久违的苍茫博大和率性

豁达，他笔下的新疆舞蹈人物体

态 曼 妙 多 姿，用 笔 洗 练 酣 畅，透

露着热情奔放的真挚性情和精神

旨趣。

诗如其人，书如其人，画如其

人，黄泽森性格豪放，为人直爽，

大方又大气，又善于学习，古人谓

之“质粗而文细”，画亦如之。他

的人物画，笔墨粗犷豪放，线条率

意而骨骾，墨色随意而自然，浑厚

中显露出一种潇洒的气度，豪迈

中自有一种英爽之韵度；天真，空

灵，又有很深的文化内涵。高剑

父说：“新国画是综合的，集众长

的，真美合一的，理想兼到的；有

特色的精神气韵，又有西画之科

学技法。”黄泽森都做到了。

由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和韩国驻华文化院

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韩书法名家邀请展”日前在

北京韩国驻华文化院举办，韩国圆光大学教授、韩

国美术家协会书法委员会委员长、知名书法家宣

柱善率团来华参展、访问。展览汇集了中韩老中

青书法家新近创作的近百幅力作，楷、行、篆、隶、

草诸体皆备。中方参展的除书坛前辈名家外，还

特地邀请了近年来活跃国内书坛的艺术社团“慕

鸿书社”骨干成员的作品。韩方参展的近 30 位书

法家，涵盖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基本代表了韩国

书法的整体水平。

展览开幕式后，宣柱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韩国书艺界现在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他举例说，上世纪 80 年代，韩国有 5 所大学设立了

书艺科，目前两所大学已取消，他所在的圆光大学

现有 70 名学生学书法。学习书法的韩国人越来越

少，令他忧虑。

在古代，中韩两国书法家，都以汉字为表现对

象，创造了各自丰富的书法艺术历史。近代以来，

韩国书家除了研习传统的汉字书法，又结合韩文

创造了韩文书法。宣柱善认为，在汉字文化圈里，

书艺被称为东方艺术的精华。在数百年来韩国与

中国的交流共识中，书艺用文字来升华艺术，是体

现东方艺术特点的典型样式。这是因为，在每一

个时代，书艺在韩国、中国最高的知识层开花结果

的关系，书艺有着疏通文人精神的作用。

“书艺萧条的最大原因是我们国家的语文政

策。”宣柱善说，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实施了汉字专

用政策，韩国大部分国民在日常生活中疏远汉字，

不懂汉字的字样，不了解书艺的艺术性，更谈不上

了解用汉字写成的诗和文章了，甚至在书法家之

间也不容易找到共识。他认为，振兴韩国书艺，学

校、社会、政府都有责任。

“在韩国，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所有大学都

有中文系，但中文系的学生不一定懂书法。学汉

语最关键是学汉字，学汉字则首先应该学书法，在

学各种字体的同时掌握古汉字。否则，语言方面

可能有进步，但三五年之后仍然不一定看得懂中

文书、看得懂‘四书五经’。”宣柱善认为，有志于学

书法的韩国学生应该来中国学古代汉语。

据宣柱善介绍，圆 光 大 学 的 书 艺 教 学 主 要

围绕传统书法展开，对古汉字的结构讲得比较

多。目前韩国的书艺展览很多，但真正懂书艺

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像画画一样写书法。不少

人用韩文写书法，但韩文书法并没有形成公认

的评判标准。

中韩书法名家邀请展自 2006 年以来每年举

行一次，展览的目的在于构建中韩书法高层学术

平台，为两国老中青三代书法家互相交流学习、

发展友谊搭建桥梁，延续中韩两国的传统友谊和

历史文化血脉。宣柱善参加了历次中韩书法名

家邀请展。“我推荐的是韩国有代表性的书法家，

几乎所有有名的韩国书法家都参加了。中国的

面积太大了，常看到北京、山东、浙江的书法家作

品，希望其他地区的优秀书法家也能参加。”宣柱

善说。

书法艺术作为东亚区域性国际艺术，不但可

以在东北亚民间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也应

该在丰富世界审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化方

面有所作为。宣柱善对书法艺术的未来充满信

心，期待中国的书艺热潮成为韩国书艺重振的曙

光。“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地位的日益提高，汉语和

英语获得同等强势的日子会到来，我们的书法跟

着复兴的日子也指日可待！”

在 传 承 中 发 展
———黄泽森的绘画艺术—黄泽森的绘画艺术

陈传席

对隶书的文化责任
———读袁卫平书法作品—读袁卫平书法作品

张瑞田

宣华子（韩国）作品 宣柱善（韩国）作品

袁卫平作品

明月出天山（国画） 黄泽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