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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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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风采

历史的书写就是从历史走过来，
在这儿有两重意思，她的艺术有一个
历史的出发点，一个历史的轨迹。历
史的出发点就是传统的笔墨，初起于
她的学习经历，刻苦地临摹古人，打
下了坚实的笔墨基础。但是她没有停
留在笔墨的传统，而是对传统做了综
合性的继承，她要对传统进行改造，
就不只是传统笔墨的重复，而是要增
添新的内容，形成新的面貌。在传统
笔墨上，她也不是只学一家，巨然的
披麻皴、范宽的雨点皴、李唐的斧劈
皴，都被她吸收，这是最早的综合。
在后来的发展中，她是再把其他的因
素结合进来，先是不管哪家哪派，学
来为我所用；后是不管哪个画种，打
破山水花鸟的区别，用山水画的山脉
感觉画梅花的盘根错节，用山水画的
斧劈皴画花鸟的枝干，用花鸟画的灵
动诠释山水的俊美，甚至还吸收了水
彩的画法，扩充了山水画的深远空
间。她的两件梅花作品，一件是《只
留清气满乾坤》（2019），为上合峰会
主 会 场 创 作 ； 另 一 件 《报 春 图》

（2020），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国政党
党际交流的新年贺卡画面。《只留清
气满乾坤》 画出了别具风格的梅花
图，梅花的枝干似山水画的笔法，线
条连贯，笔势强劲，枝干的组合交错
有如奔涌的群山，一种不可阻挡的气
势，从画面的右下方倾斜着地向上冲
决。梅花的画法也很特别，不像一般
的画梅着重梅花的形状，而是用轻轻
的点染暗示梅花的存在，通过与墨色
的混合构成枝干的穿插和互补，烘托
了红梅生长和向阳的气势。实际上这
幅画还有一个内在的结构，从整体上
看，它更像一个抽象的构成，一个运
动的轨迹，在她的意识中，还有着现

代艺术的要求，但是藏而不露，反倒
是从传统内部做了语言的转换。再看

《报春图》，也是具有山水画的气势，
却是从花鸟画出的这个气势。她原来
就想画山水画，因为要表达宏大主
题、雄浑气魄，山水画最为合适。在

“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过程中，从自
己的风景写生中，看到了一幅一幅古
树的速写，古树的主干盘根错节，分
枝挺拔强劲，充满了生命力。她从中
得到启示，以古树代奇峰，以苍劲代
秀美，用山水画“斧劈皴”的皴法，
增加画面力度和雕塑感，用山川江河
的气魄，凝聚成梅枝俊朗的走势，展
现生命的活力和向上的气势。

这是一种历史的书写，是一个形
式创造的历史，这个历史还没有完
结，因为她总是不满足于现状，总会
寻找新的表达。其实，戴淑娟还有另
一种历史的书写，不是形式的历史，
而是文化的历史。

在形式上，她不是照搬古人，而
是循着历史的线索，综合各家各派，
到今天形成自己的搞法。在内容上则
是另一番景象，形式服从于叙事，用
形式叙述文明的历史。她始终坚持笔
墨的基础，但又不是空洞的笔墨游
戏，形式总是要表现意义的。《真朴
固存》（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中国
妇女儿童博物馆收藏） 是麦积山石
窟采风作品，既不是水墨写生风
景，也不是佛像的临摹，而像笔墨
堆砌而成的古朴意象。麦积山是一
堵峭壁，洞窟开凿其间，“山不在
高，有仙则灵”，这个仙就是中国文
化的精神，雄浑博大，气象万千。
说是古朴意象，则是那种艺术感
受，麦积山石窟是中国早期艺术的
代表，也是中国艺术的源头，它和

自然融为一体，同时也具有远古艺术的
古朴与纯真。还有一幅画 《妙悟自然》

（入选 2008 国际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也
是巨幅之作，应是敦煌采风所得。作品
没有停留在敦煌，而是从敦煌引申，展
开历史的画卷。大写意的山水有泼墨的
效果，又有抽象化的隐喻和暗示，重墨
之处像历史的起点，久远而幽深；空白
处则似历史的江河，飞流直下，奔腾向
前。在历史的拐弯处，标记了文化的符
号，敦煌壁画的标志性色彩与动物。颜
色显现在大写意的墨色中，动物隐藏在
山水画的丛林里，传统文化的不同形态
在现代艺术的观念中拼接在了一起。戴
淑娟的现代不是指那些现代主义艺术的
样式，而是她自己的现代，从古代走到
现代，将古代的艺术语言逐步改造为现
代的语言，将古代的图式转变为现代的
景观。

戴淑娟创作了许多作品，经历了学
习、探索、发展、创造的多个艺术阶
段，从传统出来，勤于观察，长于思
考，体验人生，放眼历史与社会，置身
时代潮流，反映时代精神。最重要的
是，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最终形成
了自己的语言风格，达到了希望的顶点。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戴淑娟：历史的书写
易 英

傅劲松虽为行伍出身，但对中国
书法艺术的研练颇有造诣。其真草隶
篆书作，当是他在对传统法帖“外师
造化”临摹之中，体会历代大家法帖
的风骨遗韵而“中得心源”之得。他
人格精神修养之心正，从容做人，以
敬业作学问的态度，恪守于孔子“志
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
审美观，见其自我践行书艺的躬行迹
痕。终体验为“坚质浩气，善美兼
得”“文以载道”的书法五体多样性
风范，是他主体人格精神相统一的个
性符号独树一帜，当可以“古气、清
气、文气、逸气”风度而誉之。

传统书法历史链条关系与人格精
神内在一致的同一性。傅劲松书作，
从五体形式所验的古奥气度，可会之
他广临商、周金文的极其多样性。显
见他师法商、周金文典雅平和、线条
浑圆、线性酣畅、布局疏朗、意趣昂
然的特征；中峰劲健，结体稳实，体
势风动，心境自由，在坚质中平添浩
情。综合商周金文东土、西土、南
土、北土、中土五大系列，在纵向上
的一脉贯通和横向上的兼容并蓄。这
得力于他临书依据对应拓片研究揣
摩、体悟的宽泛性和深邃性。这是他
外师造化的崇敬先贤大师，敬心修吾
之业，践行从艺游心道路，表里如一
之人格书艺的必然所得。

文以载道的正心与书法本体性质
内在一致的同一性。书法载道。书法
之道，形为“纹”。“纹”，“文”也。
就华夏汉字而言，来之天地人文“阴
阳”哲学的“道法自然”“天人合
一”之理。中华民族的汉字，体现为
阴阳哲学理义为生成元素。傅劲松书
法，无论篆书、隶书、楷书、行书、
草书，别无二致地表现出用笔的中
峰、侧峰、交合相生应变，线性的筋
骨血肉关系，全是在浓淡干湿焦墨之

“五色”中，体现线条的抑扬顿挫节
律；结体线条在营气、发气、行气的
内向、外向相应贯气中，由起承开合
生发相克相生的关系；墨色，在布白
中“无中生有”“知雄守雌”。无论线
条、体势，都是在守静寓动，动中守
静之中显发章式的气活、字活、气韵
生动之特点；气行关系均是由墨之

“五色”变化，线条与“宫商角徵
羽”五音节律相应而使然！

“线”艺术义理与书法体势内在一
致 的 同 一 性 。 中 国 艺 术 ， 统 一 为

“线”艺术。书法是有形的节律，音乐
是无形的线条。艺术家行为规矩为

“方”刚，浩然之端正行为也！“心
境”为“圆”，即心气高度自由而流之
理义也！披阅傅劲松的篆、隶、楷、
行、草书，五体俱工，均可圈可点，
其 以 篆 书 为 精 、尤为金文上乘。其
隶、楷、行、草之线，均恪守于他钟鼎
文作品的本根、本源之基因，集中体验
金文“线”之本真所承所变。

其隶书，线条筋骨守于金文中峰用
笔骨挺筋健肌丰，结体变篆方就偏，记
繁就简，恰有篆书线条汲纳。其楷书，
明显地师法魏碑，尤以龙门二十品为
上。其行草书，多承二王韵情，对孙过
庭 《书谱》，怀素、张旭体势师承大有
彰显，尚有魏碑方笔之纳入，但气度仍
守金文的庄重、肃穆、隽永界度；其线
性仍有守之于钟繇线性与金文风骨的承
接迹痕。

师造化得心源的关系与书法表意性
相一致的同一性。中国汉字的象形文义
述说的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人文生
命精神。傅劲松的大篆、楷书，无论线
条自身的筋骨血肉兼备，自身发气，抑
扬顿挫，一波三折的节律，起承转合的
章法等，当是道学的有无、黑白、分
合、疏密、收放、中侧疾徐如此等等，
表现来源于“阴阳”哲学道理作用于书
法笔墨关系所表现的范畴。

傅劲松的书法都体现出他个性符号
的独特格调。这当是他在广泛涉猎历
史、哲学、文学、美学的综合修养中，
作用于文字及书法审美的作用点和作用
力，而成为他书法艺术的人格内涵所呈
出与书艺内在一致的同一性，故而达到
文以载道的境界。

（作者系河南省书画院特约评论家)

古气、清气、文气、逸气之风范
高秀林

戴淑娟 第十一、十二届山东省
青岛市政协常委，青岛市政协书画院
副院长，青岛画院专职画家、国家一
级美术师、正高二级教授，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中国女画家协会常务理
事，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青岛市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女书画家
协会主席。

傅劲松，1954年生于河南省
新安县。别名傅敬松，号种德居主
人、云水村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曾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
办公室副主任、河南省人民政府港
澳办副主任、河南省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副会长、河南省海外交流协会
副会长。出版有《傅劲松书画作品
集》《傅劲松篆书道德经》《篆书千
字文五种》《行旅浅吟·傅劲松诗
词书法集》《傅劲松商周金文临写
集》等书法专著。

《只留清气满乾坤》中国画 戴淑娟 作

旷朗无尘 傅劲松 书

游青海湖 傅劲松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