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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澎湃 张弛有度
——都本基的书法与绘画

□□ 潞涵

都本基是集诗、书、画于一身的

艺术家。诗、书、画虽然是不同的艺

术门类，但它们的创造原理是相同

的。历来人们有“诗中有画，画中有

诗”的说法，苏东坡说：“诗画本一律，

天工与清新。”意思说诗与画因为都

是出自于自然，所以它们独特、新颖

而不落俗套。写诗的人都懂得画境，

即在诗的文字组合和韵律中传达出

画的形象；而作画的人，也深知在点

线 面 的 配 合 与 布 局 中 表 达 一 种 诗

意。至于书法与画的关系就更加密

切了。古人有“书画同源”的说法，中

国画的线条来自于书法，中国古代文

人在书法与绘画之间几乎是不设界

限的，只是有所偏重而已。

都本基之所以在诗、书、画方面

均有修养，得益于他的家教和从小受

到的熏陶，以及他的勤奋好学和勤于

实践。他的文学功底帮助他深入理

解书法与绘画的创作原理，从而在书

画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追求。

都 本 基

擅长行书与

草 书 ，笔 力

雄健、刚劲，

自 成 风 貌 ，

他撰写的嵌

名对联和各

种 主 题 对

联 ，都 广 受

欢 迎 。 同

时 ，他 的 书

法作品很适

用于刻碑勒

石 ，不 少 被

刻 于 悬 崖 ，

镌 于 碑 上 ，

或 用 于 匾

额。在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 上 ，由 都

本基书写的

204 个 参 赛

国家和地区

的 引 导 牌 ，

受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充分

肯定和赞扬，并被北京档案馆永久

收藏。

都本基运用自己的书法艺术积

极地参与了许多有益的社会工作，

如为奥运会的申办和奥运场馆“鸟

巢”等题写馆名，为中国奥运会冠军

撰写嵌名对联，为“神七”飞天提供搭

乘的书法作品……他的热情和奉献

精神，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奖励和表

彰。他被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

开闭幕中心等单位授予“工作荣誉

奖”等 6种奖项。

在都本基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

出他是一位感情充沛的艺术家。同

样，在他的美术创作中也流露出他的

澎湃激情。他多才多艺，能国画、油

画、篆刻和陶艺。国画尤擅长花鸟，

能工能写，更善于大写意。画家一般

有两种类型：一类以传统技艺见长，

另一类以创意取胜。都本基的画属

于后者，他在掌握了传统绘画的基本

法则之后，敢于在表现客观感受时，

大胆创新。他的花鸟画线条遒劲有

力，墨的浓淡枯湿变化丰富，墨与色

相互辉映，富有韵律感。都本基花鸟

画的布局有气势和整体感，同时注意

细部处理，画面远视与近观效果均

佳，符合古人“远取其势，近取其质”

的要求。

都本基在国内外多次举办展览，

在美国、英国、法国、韩国等均受到好

评，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使者。他年富

力强，有钻硏精神，相信他在提高全

面修养的基础上，艺术创作会有新的

拓展。

都本基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
逝水》 98×180 厘米 2016 年

都本基 《赤壁怀古》
98×180 厘米 2016 年

□□ 周彦

“写意”并不新鲜，因为凡习中国画

艺术者，皆知有“写意”与“工笔”之分。

“写意雕塑”是从“写意画”移植

的一个概念，雕塑界似未给出一个

确切定义。根据笔者的理解，以下

几个方面应该纳入“写意雕塑”的概

念：首先，它是一个中国概念，因为

它来自于“写意画”这个中国术语；

其次，按照北魏王弼“得意忘象、得

象忘言”之说，“意”的传达乃根本目

的或最高追求，“象”与“言”都是手

段、铺垫、过程；第三，“写意”中原有

的“书写”涵义如何转化为雕塑的方

法，一般的理解可能是表现性大于

造型功能（形体、质感等）的“塑法”

“刀法”，于是类似于绘画中的表现

性笔墨或笔触；第四，“写意雕塑”的

概念直接来源于“写意画”，二者共

同之处应该是“立象以尽意”，描摹、

再现对象让位于以形象、形体传达

意义；最后，雕塑中的“写”即表现性

“塑法”或“刀法”是“立象以尽意”的

手段，不是目的，换言之，“写”服务

于“意”，因此不具独立性，故而严格

意义上的“ 写意雕塑”应该是排除

“纯形式”抽象雕塑的。

景育民理解和实践“写意雕塑”

带有强烈的“文化身份”诉求，因为他

认为近现代的中国雕塑基本上是一

种舶来品，是一种失去中国身份的改

良过的西方样式。他说，“当西方雕

塑进入中国后中国本土雕塑受到了

巨大的冲击，被排除出主流之外，造

成了中国本土雕塑从精神到样式的

断层。”

其次，他理解的“写意雕塑”又带

有强烈的“艺术身份”诉求。丹青即

绘画在美术史上是主流艺术样式，造

像即雕塑则是文人士大夫视为等而

下之的“皂隶之事”，因此推出“写意

雕塑”便是将造像、雕塑提升为与丹

青、绘画平起平坐的艺术样式的战略

性举措。对“意”的理解，景育民认为

它是一种“ 精神性”，或曰“ 中国精

神”，他试图在实践中找到那条进入

中国当代雕塑的有如“芝麻开门”咒

语般的密码。

怀抱从古代到当代间的断层、从

被视为“皂隶之事”的低下地位中塑造

中国当代雕塑的理想，景育民在过去

十来年努力地摸索着“写意雕塑”的理

念与样式，它一方面试图接上历史上

中国雕塑的文化之气，另一方面又希

望赋予这种传统以当代的诠释，《达

摩·面壁》便是其“写意雕塑”中的一次

成功实践。

《达摩·面壁》虽有名有姓，但却并

非“肖像”，因为无法找到人物原型或

图像资料。达摩全名菩提达摩，公元

六世纪印度人，航海至广州进入中国，

北上到中原北魏，是中国禅宗创始

人。关于达摩的诸多故事中，“终日默

然”面壁 9年修炼佛法是最为人熟知

的。景育民此尊雕塑便是由这个故事

发展而来。

历史上，为达摩画像、造像者不

计其数，多以想象绘制其肖像。景育

民没有遵循这条路子，而是将“面壁

修炼”的故事意象化为一尊“写意雕

塑”，以其传达出达摩结跏趺坐持之

以恒静心修炼的精神。其头部与面

部以有如山石般剧烈起伏的块面刻

成，身体部分则完全脱离解剖结构，

以水墨写意中大斧劈皴法般的手法

将其“石化”为与崖壁一体的精神实

体。最特别的处理无疑是几块镜面

般的平面，一方面是壁面的象征，另

一方面具有映照俗世现实的功能。

以红尘滚滚、光怪陆离与终日默然面

壁冥想形成对比，作为精神偶像的达

摩已经成了一种理念，这就是景先生

立此象之“意”。在此，有个很有意思

的事实需要提及，达摩创始禅宗是不

立文字的，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

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缘何？是

否与《易传》中“言不尽意”从而“立象

以尽意”一脉相承《达摩·面壁》似乎

为这种精神联系提供了绝佳的视觉

象征。

立象以尽意
——景育民的“写意雕塑”

景育民《达摩·面壁》85×45×35厘米
不锈钢铸造 2012年

（马来西亚国际艺术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