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2013年2月21日 星期四艺术典藏执行主编 应晓萍 责编 杜峥艳 张 昱 E-mail：zgwhbdyhzk@126.com

文化专刊

冯冠群，笔名咏江，1960 年生

于江阴，毕业于常熟理工大学美术

系，现为江阴咏江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董事长、英台书画院副院长。自

幼喜墨善笔、厚今博古、洋为中用，

饱自然之灵气，尝大师之精神，寻

民俗之风雅，多年研习，蘸一点粗

笔淡墨、自一娱矣。出版画集《咏

江水墨》等。

30 多年前，冯冠群在江苏常熟工艺

美术职工大学美术班攻读，学成返乡，

仍回江阴瓷厂从事老本行瓷器绘画，且

多以中国山水入画。1982 年以后，经济

大潮徒涨，冯冠群与大多具有美术功底

的人一样下海了。他干过装潢设计、橱

窗布置、平面广告设计等，还自己开公

司专事广告设计工作。之后公司放手

交给儿子，又回到画桌。冯冠群生性率

直，亦能饮。喝到兴致高时，亮起嗓子

吼两声，好个男高音！粗看冯冠群似乎

大大咧咧，其实他思维活跃、感情细腻，

且怀揣菩萨心肠。非但如此，他说话常

有惊人之语，会让听者一时愕然。

毫无疑问，冯冠群的画将我们带入

了宁静幽远的古徽州那片湮没的辉煌

的境地。尤其让人怦然心动的是两幅

《江西抚州》和我们为之取名的《小巷深

深》。以水墨为主的画面，略施浅绛，黑

白对比强烈，框镜法的构图得益于他热

衷摄影，加上纸纹肌理的恰到好处，画

作渲染得苍润、深邃而又老到，引人遐

想。在同道的印象里冯冠群并不信仰

佛教，而那幅《水浅墨浮秋已到》则寓以

深玄色的禅意，是冯冠群隐晦地表达出

自己的信仰，抑或其他？冯冠群常对圈

子里的方家们说：“我只想画点有特色

的东西出来。”色彩是画家情感的表露，

是画作的灵魂，冯冠群让大块的水墨充

斥画面，他想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皖南

的那方土地赋予的深深的热爱？当然，

读冯冠群的画，不乏色彩亮丽的写生作

品，但又总觉得没有上述水墨淋漓的那

几幅来得沉重，让人心动。

庄子云：栩栩之蝶，蝶子为蚁，继而

化蛹，终而成蝶飞去，凡三时期。学画

者师今人、师古人、师造化，亦当分三时

期。师今人者，练习技术方法；师古人

者，考证古今渊源；师造化者，融合今人

古人，参悟自然真趣。“造化”是指大千

世界的物象。如宾虹老人所说，冯冠群

先是师从画技精湛的画坛前辈蔡承明，

又去美专学习，得物体造型、构图和色

彩之大略。其后大量观摹拍摄写生皖

南一带的山水村庄、风土人情。通过思

考，采用大块面的水墨交融画法进行创

作，抒发其所想所感。比较师法造化、

貌写家山的新安派绘画，在画法上，前

者水墨淋漓，大块渲染；后者善用笔墨，

点线结合。在风格上，前者苍润相融，

宁静幽远；后者枯淡交构，幽冷静穆。

在气质上，前者更多表达入世担当的意

味；而后者则具有出世的高人逸致。

冯冠群表现的也就是江南司空见

惯的景物。他画的山不是高山大川，还

是和以前画的那样，是江南的土山，往

往是那种有很多植被的土山，而且还是

远山。轻轻地、青青地只用寥寥几笔画

成，当然那山间有时也还有云气缭绕

着。他画的水，不是大江大河，而是湖

或者荡，字典上说，荡者，浅湖也。其实

江南一带对荡的理解不仅仅是浅的湖，

还有河的开阔处也叫荡，小的湖还是叫

荡。这就是冯冠群先生画的水。那水

绝不汹涌澎湃，也没惊涛骇浪，倒是波

澜不兴的，最多也只是稍有涟漪。他的

山水就此构成一种安谧的静气。冯冠

群的画作中几乎都画有建筑物，但是，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只画徽州建筑的

他如今不仅画雅致的小楼，也画具有现

代风格的农家别墅，还画有湘黔地区特

色的吊脚楼。这些建筑常配有圆拱桥、

铺着青石板的小街……他把这些都画

成江南农村风光，不少还是新农村的风

光。这青绿的山、这望不到边的水，衬托

着错落有致的农舍，难免令人想起那首歌

《美就美在太湖水》。尽管冯冠群画的也

许不是太湖。这就是湖光山色对今日农

村的吟唱呵！冯冠群的老父亲夸奖他的

儿子：“冠群是在与时俱进啊。”

冯冠群的画，既不是无本之木，也

不是无源之水，他重视师法自然，尊重

从生活中发现素材、从速写中提取素

材的创作规律。他这几年中不间断地

从 家 乡 江 苏 出 发，或 自 驾 或 火 车飞机

过安徽、去江西、经浙江、走福建、取湖

南、上广西、飞云南、到贵州画了大量

速写，拍了无数照片，收集了不少素材

回到画室进行创作。就如黄宾虹先生

诗曰“ 妙合自然趣，人工费剪裁，昔年

游览地，都上画图来。”（见《黄宾虹话

语录》王伯敏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1 年第一版）冯冠群的创作不是依葫

芦画瓢，他对着素材苦心经营、细心提

炼、悉心作画。他还勤练书法，作赋吟

诗，推敲平仄苦苦修炼自己。为了画山

水，他还戒酒控烟锻炼体魄和净化心

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的画又有了

很大的提高。

冯冠群画的山水，歌颂的不仅仅是

优美的山水风光，更是对人的歌颂，他

以湖光山色来衬托人与自然环境的融

合，经过思考创作出一种和谐美、静谧

美、空灵美，表现出一种生动的气韵。

冯冠群的画看上去有恬雅的平静感。

他的静是淡泊的宁静，是丢弃了浮躁后

的平心静气，他的画是景我合一、画我

合一。我就是山水，山水在我心中。所

以，我在吟唱，为秀丽的江南歌唱。

当下冯冠群正潜心于水墨绘画的

创研，乐此不疲。建议冯冠群不妨在习

画的同时，拓宽思路，研读前人名论著

作之书，参考“夫象万物必在于形似，形

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

归乎用笔”。进一步研究“用笔”的书法

笔法，“学画之用笔、用墨、章法，皆原于

书法。舍文字书法、而徒沾沾与缣墨朱

粉中以寻生活，适成其为拙工而已，未

可以语国画者也。”（黄宾虹《国画理论

讲义》）参悟“以笔取气，以墨取韵”的笔

墨韵味，在创造自身精神园地的同时，

去追寻和到达绘画的“大用”，即“美术

是感情的产物，是人生的慰安。它能用

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

冯冠群以为然否？

时有微凉不是风

笔墨苍润写幽远
——冯冠群山水画赏析

潘明月 杜峥艳 包国贤

学习书法，首先要对中国书法的概念有一个

较为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如书法的功能、范围、

价值、特点在学术中所居的地位，以及自然、社

会、人文、地理与各科关系等了然于心，学习起

来便有了动力和方向。在古代，中国的儒家学

识尤为发达，而儒者称“礼、乐、射、御、书、数”

为六艺。其书通六艺，故书为道也。平时手工

艺匠只把技艺当做吃饭养家之本，却放弃了对

道的研究，日后以此相传，故称工艺，不成艺术

家 之 流 也 。 而 今，大 凡 书 法 家 在 研 究 书 法 的

过 程 中 已 经 完 全 超 越 了“ 儒 家 六 艺 ”的 范

围。我在多年不断地探索书法艺术的过程中，

对于书法艺术的认识也积累了以下几点心经：

书法的艺术性 鲁迅说：“ 中国文字，就是

画。”一语道破书法的艺术性。象形、甲骨文、金

文、石鼓，从天到地，从日月到河流，从山川到草

木，从百兽到虫鱼，一一依画成字。根据“六艺”

的原则，日渐改进，臻于完善，至今已成为世界上

最富有艺术性的文字，并推广到 148 个国家，足

使国人自豪与骄傲。在历代书法评语中，单以怀

素《自叙帖》为例，被视为奔蛇走虺、骤雨旋风，更

有视为画品的，“初疑轻烟淡古松，又似山开万仞

峰”“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的绝句

来描述，真是美之至及也。至于傅山的草书，于

右任评为“生龙活虎，雷廷万均”。这类话题在历

代书法论述中比比皆是，举不胜数。

书法是做人的学问 历代书法家中，从书圣

王曦之到唐代的颜真卿、禇遂良、孙过庭至宋代

黄庭坚、米芾等人视书如做人。书名日月同辉留

芳千古。有的虽未明言，而其本人的行径大统书

道，一统古今书坛，彪炳千秋！至傅山书法则特

别强调做人，说出“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

“作字如作人，亦恶带奴貌，试看鲁公书，心画自

孤傲”。做人和作字的关系就是这样如胶似漆

的密切。实为今人学书者楷范也！古人说：“言

为心声，书为心画。”心正笔正，骗不得人。我见

岳飞、文天祥、傅山所作的诗文、所写的字，一如其

人，劲健挺拗、坚质豪气，一派高风亮节之气象。

而僧人诗、字，充满了佛气。如当今弘一法师，书为

佛性，清静禅神之感叹！赵朴初习书焚香，听经而

书之理而固然。而有些习书者以攻书法为目的忽

视做人为宗旨，适得其反也，不可道来。要得出

个定论来，未免太单纯化。不待详辩也！

书法是战斗的武器 古时，一些书法论者谓

晋代书家心境冲淡，无所外求，故能出高韵巨制，

形成晋代书风。就当前书台，二王书风统领书

界，哪个书家、画家不朝此境界追求？我也不例

外。这正是人的纯朴、博大、高雅的精神表现。

所谓神品、逸品、高逸正出于此。但佳作除了高

韵深情的一面，还须有坚质豪气的一面。如：王

曦之弃右军隐荟稽，戏鹅悟书，聚仕雅赋，惠风

和畅作《兰亭叙》；颜真卿平安乐山叛乱，挥泪

书《祭侄文稿》；清代扬州郑板桥“当官不为民

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以画竹悟书“板桥体”

来反对清政府的腐败；金农、八大山人等都以

书法的变化来表达自己反对清政府的没落与

封建。红军书法家舒同在革命期间以颜书演变

“舒同体”来彻底反封、反蒋。“文革”期间许多书

家拿起笔墨与“四人帮”作斗争。故说书法应视

为斗争的武器。

书法是人间的乐园 艺术，给人以美的感受，

得到幸福，从而产生了爱。爱民族、爱国家以至

爱人类。这便是艺术深沉、纯朴和博大精神的最

终目的。一个沉浸于艺术生涯的人，他那涵盖一

切的心灵，永远像春天一般充满着温暖、和悦、希

望和光明。在书法的创作中始终充满激情，到作

品的完成，仿佛时时都有一位快乐之神陪伴在身

边。一个真正爱书法艺术的人是最幸福的人，也

该给人以幸福。“翰墨小神仙”，不是空话，只要你

乐于接近她，她就会给你以快乐，让你身心健康、

生活美满。这是我个人的学书真理！

我的书法习惯于晨起运动太极拳一个半小

时后，在上班之前的一小时就临帖书写，晚上便

是饭前或饭后。平时尚不创作。总是遇休息、休

假之时，心平气和、精神振奋、胸无烦事、思无凡

念之时为求书者创作作品。通常总是几幅一气

习成。特别是创作草书时，真是有那种排山倒

海、波涛汹涌、气贯长虹、至若春和、景明波澜的

感觉，这是常人所不能体会的。近几年来，书法

洗尘了我心上一切往日烦愤不平之事，打扫得干

干净净。若能写出几个好字，悬挂于友人大堂之

上、书桌之旁，真是无限的欣慰与希望。这种快

乐好比农夫丰收喝美酒，好比渔夫满仓唱晚歌，

好比新郎进洞房。所以人们常说：搞书画的人长

寿也许如此。医书上说长寿之道在于专注。习

书者很专注，读书亦然，都是防病治疗一方。专

注有抵御一切外来干扰的能力，保持良好心态，

气血通畅。书法是修身、修心、修道、修养的大善

大禅之行。忌大喜大怒、喜怒无常、万事索息、休

不安心、静勿安神、六神无主、躁气攻心、气急败

坏，那是习书之大忌也。书法又是锻炼，动中有

静、静中有动、气动一致、力调全身、心神合一、打

开心胸的智能运动。清代何绍基每书一字，汗水

淋淋；傅山写小楷如以千金铁杖柱地，苦练成精

金。所谓力透纸背就是此理也。其次，书法艺术

给人宽慰、快乐、防病、却病、长寿之道。黄宾虹

解释长寿为“民族的生命”，非指个人寿命，是极

有道理的，不能把她当做“小道末技”看待。

书法是人生综合性的高级艺术 书法可谓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是

容量最大、知识面最广、在艺术之中最高级的艺

术，故又最难。却又是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普

通艺术。因为它适用性强，与生活、工作很密

切。逢年过节、吉庆喜事，门上要贴对联，大都是

吉庆之话。绘画是山水、花木、鸟兽，一眼即可看

透，得到喜悦。而字看起来，就不容易了。所谓

“佳书须慧眼”，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聪明才智，

就不易读懂，难就难在这水准。现在我所看到的

各种书帖无一不是古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

政治家、大军事家和皇亲国戚、公子佳人、文人

墨客留下来的书法痕迹，让今人临、语、写。与

书艺有着直接关系的绘画、诗歌、音乐、舞蹈、戏

曲且不必多说了，就连天文、地理、宗教、哲学、

兵法以至跳水、体操、拳术、射击，无一不是书

艺 的 宝 贵 营 养 。 儒 家 孟 子 说 过“ 充 实 之 谓

美”。李白云：“高价倾宇宙。”借这句话来评书

艺巨制，我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多一种知识学问，多一种经验与阅历，给书

法艺术的造化会是一种营养、滋补，愈见其淳厚，

愈见其精神，体会不尽。谁知书道无尽呢！这就

是我粗浅的书法之见。

学 书 之 我 见
沈炳南

合欢树梢迎东风 江西抚州

江南小村

青山秀水

沈炳南简历：中国诗书画研究会研

究员，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无锡市美

术研究院执行院长，任职无锡市建材

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无锡市建材行

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无锡建材行

情》杂志社总编。出版个人书法集《多

心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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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炳南与著名书法家、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尉天池（右）合影。

行书一 清风明月

行书二 行书三 行书四

行书五 行书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