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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透苍苍笔底妙，潇潇风雨起六

朝。辋川若见莲翁笔，应悟洪荒是寂

寥。”这是学者冯其庸对国画大家刘知

白的评价。

为了传播刘知白国画作品的学术

价值和艺术魅力，以及他在大众国画艺

术市场的地位，2014年 1月 9日，由北京

雯华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雯华堂”）联合多家艺术机构举办的

“知白守黑——2014 如莲老人怀顾展”

在北京宋庄雯华堂美术馆开幕，通过创

新的展览方式展出刘知白一生最具艺

术代表性的作品，再现他在国画上的卓

越艺术成就。

“孤独”的大师

刘知白号白云，晚号如莲老人、野竹

翁。这些称呼都体现了他与世无争且行

吟自然的志趣。“淡泊”与“隐逸”，是他在

学术上的成功秘诀，但这也造就了他不

为人们所熟知的“孤独”。

雯华堂总经理田文强说：“举办这个

展览是为了拓宽大众在艺术欣赏和投资

领域的眼界，并告诉更多的人，中国不仅

只有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还有许多

同样能与之比肩的艺术家。”

艺术评论家柯文辉这样评价刘知

白：“他是一个对中国古典有想法、有独

特追求的人。他已经达到一种完全寂寞

的高潮，不重复古代大师的技法，同时又

在精神上与古人达成一种默契。”

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

说：“刘知白在当代整体艺术实践的大格

局中独树一帜，特别是他以泼墨法、破墨

法表现贵州自然山川的独特风貌，在水

墨交融、碰撞中，呈现出天人合一、深厚

灵动的独特魅力。他在笔法、墨法、水法

的运用以及自然山川的结合上炉火纯

青，具有时代意义的学术价值和广泛意

义的社会价值。刘知白山水画作的独特

魅力和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展示，其重要

的学术价值还没得到足够重视。”

让国画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近年来，在低迷的股市和迷茫的楼

市的衬托之下，艺术品投资的高回报率

依然引人瞩目，而另一方面，已经火爆

多年并且在高位运行的艺术品市场到

底还有没有投资机会？答案是很肯定

的：投资机会当然有，但在已经炙手可

热的大师身上，机会恐怕并不多了。在

艺术品市场日益浮躁的今天，如果需要

配置艺术类资产的话，最好能从艺术和

学术的角度出发，寻找和发掘诸如刘知

白那样隐逸于民间的艺术大师。

近几年，美术界开始推崇刘知白的

国画作品，并且刘知白在国画创作上留

下了丰厚的遗产，出版有《刘知白画集》、

《刘知白泼墨山水画集》、《中国近现代名

家画集·刘知白》等。在《当代 30位中国

画家投资价值评析》一书中，刘知白被评

为当代最具学术价值与升值潜力的 30

位画家之一。

于行业内，刘知白是当之无愧的大

家，而对于大众，他就像是被世人所忽略

的“黄宾虹”。黄宾虹生前也曾多次说

过：“要等到我死后 50年，才会有人欣赏

我的画。”在资讯日益发达的今天，刘知

白这位“把传统艺术发展到了高峰”的

“传统的最高榜样”（翟墨语），应该不必

再经历那么漫长的时间了吧！

雯华堂美术馆馆长李路表示：“在中

国悠久的艺术长河中，有很多优秀艺术

家的作品被忽略，我们期待通过理性识

别，让这些艺术品回归市场，体现出其应

有的艺术价值。”

探寻艺术品整合营销新模式

为了宣扬中国传统的国画艺术，让

更多公众了解刘知白先生国画作品的

艺术价值，雯华堂经过精心策划和充足

准备，推出了“知白守黑——2014 如莲

老人怀顾展”。该展览以“年轮”为主

线，呈现刘知白从艺不同阶段的作品演

变过程。

此外，本次展览突破了以观为展的

方式，将采取更为人性化的方式，由 6名

河北美术学院研究生组成精讲队伍，实

现观展者与画作的充分互动。通过小而

精的展览，人们将看到刘知白这位“如莲

老人”半个多世纪对中国画探索和创新

的艺术历程。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泼墨大

师，在为期 50天的展览中，雯华堂还将

陆续举办系列文化艺术活动。届时，将

邀请艺术界知名人士与其他各行业精

英进行专场交流。其负责人表示，承办

刘知白国画作品怀顾展的初衷，是通过

影响各传统行业的意见领袖，提高全民

的鉴赏能力，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国

画，领略中国传统国画的气象万千和博

大精深。

田文强介绍，雯华堂围绕艺术品的

价值，整合了出版、策展、营销、互联网、

金融、艺术衍生品等多个领域的资源，

打造了一条完整的艺术品经纪的商业

链条。以营销为例，建立了艺术整合营

销中心，以B2C和O2O模式来推广艺术

家的作品，最大限度地实现艺术家与藏

家、企业、社会的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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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华

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历经 2000

多年的发展,已融入到人们知识结构与日

常生活中。佛教亦对中国家具文化产生

了重大影响,在对部分明式家具进行研究

时，不难发现佛教文化的哲理性语言在

一些明式家具上有着深刻的体现。

据明式家具研究专家王世襄考

证,明式家具造型体系的“束腰式”,便

源于佛教石窟造像和壁画中的须弥

座。中国红木家具形制文化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蒋奇平认为，不少家具原本

是佛家衣食住行中的产物,但被与禅

师来往密切的文人雅士们借鉴、乃至

改造，完善于俗世生活,或在名称前冠

以“禅”字，使它们逐渐成为明式家具

体系的组成部分。

佛法造物超凡脱俗

须弥座又名“金刚座”“须弥坛”，是

安置佛、菩萨塑像的台座。我国最早的

须弥座见于北魏云冈石窟，是一种上下

出涩、中为束腰的形式。明式家具束腰

造型在设计上与其有着惊人的相似，均

有着张弛有度的特点。由须弥座演变

的明式束腰罗汉床被王世襄称为“最理

想的卧具”。其名称由来或是因为僧人

常用，或是因为在崇尚佛教的时期，世

人与僧人谈经论道时常坐而得名。

罗汉床高雅的艺术格调与文人尚

古、好雅的趣味息息相关。以蔚林木

业出品的大叶黄花梨束腰罗汉床为

例，此物遵循着明式家具的优良传统，

保持着明式家具的一贯做法和作风。

采用龙凤榫加穿带、攒边打槽装板、抱

肩榫、走马销的工艺，由三面围子、座

面、束腰、牙板、膨牙鼓腿构成。

远观之，此罗汉床造型上给人一种

优雅的感觉，器具中处处存在着对比：

线的曲与直、长与短；面的大与小；构件

间穿插中的凹与凸；空间的虚与实。它

们通过巧妙地组合，又在整体中得到调

和，从而使其静中有动，宁静沉稳而又

不失活泼生动；方中有圆，圆中有方。

近看之，此物使用的大叶黄花梨，

木质本身硬朗致密、纹理优美、鲜明光

洁、微透荧光之美。床座面采用“攒边”

的做法，在四边用 45°格角榫攒起来，面

板四周嵌入边抹，边抹所开的槽留有余

量，使面板有伸缩余地；束腰采用抱肩

榫形式，牙板和束腰一木连做，免去长

条拼缝，避免了木料花纹及颜色的差

异。两侧围子与后面围子以及与边抹

联结处采用扎榫，构造是榫头一头大、

一头小，榫眼开口半边大、半边小。安

装时榫头由榫眼开口大的半边纳入，推

向开口小的半边，如果拆卸还需要退回

到开口大的半边。以此做法不仅牢固，

而且便于拆卸，一举两得。

细抚之，器物全身光素，精简至

极，围板主构图崔白“寒雀图”，画面纤

毫毕现，形体逼真，布局内由动而静的

画面感极强，予人整体感觉朴素而不

拘泥于雕饰，稳重静穆中欲透之灵巧，

体现出自然空灵、高雅脱俗的韵味，蕴

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静坐参禅修身养性

佛学倡导“静坐参禅、修身养性”。

明式家具吸收佛教这一思想,来补充创

造和丰富自己的家族，创造出在书房、

禅房之中可供跏趺坐的禅椅。据考证，

禅椅的形制来源于唐代禅师打坐参禅

的坐具,在一些古代佛教题材绘画作品

中,常可见到它的使用。比如在《长眉

罗汉图》与《达摩六代祖师像卷》中,均

可以看到禅师们在禅椅上打坐的情景。

禅椅造型简洁儒雅，朴素大方，相

对官帽椅、圈椅等家具较矮、较宽的坐

面，更适合今天坐具类家具低矮及宽

大的发展趋势，在室内陈设中能发挥

其独特的魅力。禅椅的鲜明特点是坐

面宽大,足以盘腿坐于其上，后背和扶

手均为空灵的框架,为打坐者隔离出

了一个自我的空间,可供其在此相对

独处,从容思考。

在北京方庄桥西的大叶黄花梨家

居体验馆摆放着一把禅椅，这件产品椅

盘甚大，呈正方形，供跏趺坐。扶手及

靠背空敞方直，采用圆材，无任何装

饰。圆腿椅盘下安罗锅枨，足底用前枨

次之，后枨最高的步步高赶枨，而在踏

脚枨下，用极窄的素牙条起固定作用。

此椅设计的创作随着明式家具设

计的进步而更趋成熟合理。亮点是它

采用了大叶黄花梨这种特产于印度尼

西亚的名贵硬木。在这对素工大禅椅

上,大叶黄花梨温雅的色泽,油润细腻

的质地和行云流水般灵动的纹理被很

好地表现了出来——在圆润端凝的椅

身上隐起游走,不须要任何雕琢,光素

的椅身正是禅意的最好寄托。只需经

抛光处理和烫蜡保养,就会随着时光

的流逝而日益美观。

灵光顿悟碧水青山

佛学强调人和物不是对立的状态，

而是相依相融。五代著名绘画《韩熙载

夜宴图》讲的是主人韩熙载盘腿坐于罗

汉床宴请宾朋，进行社交活动。说明当

时床是待客与视觉的中心。时至今日，

中国北方部分地区仍延续请客人上

“床”坐的习俗。在蔚林木业出品的大

叶黄花梨明式家具中，我们可深切地体

会到由于造型、结构的合理运用，实现

了佛法中的人和物一体性、相生相依。

看图中的大叶黄花梨大罗汉床，可

坐可卧，放在厅堂待客，作用相当于沙

发。正中放一炕几，可凭依，可放置杯

盘茶具，犹如现代茶几。此物作为文人

雅士审美观创造的家具，被蔚林木业赋

予了更多儒雅之气——良好的比例尺

度、对称与平衡、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

律等形式美法则。体现出“物”与“人”

契合为一的造物追求。

观图中这对素工大叶黄花梨禅

椅，椅面从整个椅高的中点将其分为

上下两个组成部分,四足承托椅面的

同时,也在面板下形成一个四方的空

间，对盘坐其上的人来说,这个空间给

他基石一般的稳定感；同时四足直角

接地，又能给其既不外扩又不内收的

自持感。

再从整体上比较,禅椅腿足的圆材

较扶手、背框用材均要粗硕,进一步以

力度对比加强了其稳定性。打坐者坐

于其上可以顿生一种遗世独立的平和

心境，静心于其间的参禅味道便有可能

得益于它的暗示与引导,接近佛教“真

空妙有”的高深禅界。

“如果你心中有禅,禅便无处不

在。”在对中国古代家具史与敦煌莫高

窟十六国至隋的壁画研究后,蒋奇平得

出结论：佛学对于家具传承好比一座宝

山,有取之不尽，用之天成的生命能

量。他表示，蔚林木业在家具制作中十

分重视人性的回归及自身清净的修为，

力争通过古典家具所营造的环境氛围

把人带到乡间原野,感受碧水青山，获

得心灵之顿悟。

*报刊使用须经授权，欢迎网络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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