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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风采

怀若气同七言联 69cm×34cm 2021年 徐锡澄 书

他是丰富的，1964 年出生的他已
不算年轻，但内心还有少年的豪气，如
同他的老革命父亲于克，书生从戎也能
上马杀敌，还可用如椽大笔勾勒江山胜
景气象万千。看外表，他就是个不油腻
眼神干净的邻家大哥，看他的履历你才
会想起“大道无形”和“大音希声”并
肃然起敬。

他是简单的，小时候因药物问题致
聋。母亲的叮咛、爱人的絮语、大自然
的禅音鸟啼蛙鸣……他听不到这世界上
所有美好的声音，但他也听不到嘈杂噪
音和污言秽语，也少了言谈口舌的是非
和无聊。所以他的世界简单安静，安静
的人生是有禅意的，他有更多的个人世
界和空间去观察和思索。

他就是于兵，连续担任了第十、十
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吉林艺
术学院美术学院创作研究员、教授，他
是“全国自强模范”、吉林省文联主席
团委员。“命运为我关上一扇门，就一
定会为我打开一扇窗。”这是于兵很喜
欢的一句话。作为一个聋人，无论你形
容的多浪漫诗意，他生活中的不便和困
难都可想而知，他要做成一件事要比正
常人难多少倍。但他不仅做了，而且要
做就做到最好。

他因不懈的努力把不幸变成了自己
的成功。由于耳聋，他想走出无声的樊
笼，在大自然中感受日升月落，江河奔
流。由于语言障碍，他更需要用手中的
笔和世界交谈，画即心声。“缩千里于咫
尺，写万趣于指下。”于兵曾告诉过他的
老师说：他喜欢大自然，尤其喜欢画山
水，山的挺拔、水的俊逸都与人的精神
气质相吻合，可以说是人性和天性完美
的融合。所以他的绘画就与山结缘。

艺术家是需要天赋的，于兵天生有
对画画的热爱，小时候由于家庭困难，
他舍弃零食积攒零用钱，只为买喜欢的
画笔。他找各种机会学画，做裱画工人
时全力偷艺，精诚所至得到多位名师的

指点。从润笔、运笔，临摹古画、构思
新画，他从一点一滴做起，做足了一切
笨功夫，这种“笨”和“拙”成就了一
个艺术家。

从钢笔素描《我家》在全省中小学
学生美术书法作品展中获奖开始，已把
绘画当成生命的于兵更加执着。在绘画
种类里，他选择了中国山水画。画好山
水画，学院教育的基础专业性和师徒传
承的风格化个性化很重要，这两点于兵
都具备，启蒙老师带领进入绘画领域，
又先后从师王杰、甘雨辰二位教授学习
素描、中国山水画技法。于兵 20 多岁
时 （1987年5月） 考入长春大学特教学
院，当时，长春大学刚刚开始招收残疾
人大学生，特教学院美术系在全国只招
收十几名学生，于兵是吉林省唯一被录
取的聋哑学生。他进入了长春大学特教
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学习，如饥似渴
钻研中国古代画史、绘论等绘画理论。
此间，对自己热爱的山水画不断地进行
演进，精心创作了一大批作品，也日趋
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于兵是 一 个 称 职 的 全 国 政 协 委
员，是残疾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履
职期间提出了许多有分量的提案。每
次参加全国两会和各种调研，对他来
说，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就是有机会
近距离接近当代书画界的很多代表性
人物，他不放过每次求教和学习的机
会。每次经过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宋
雨桂、杨力舟、杜滋龄、王成喜等名
家的点拨后，于兵都会有茅塞顿开之
感，艺术创作逐阶而上。

于兵从年轻时代就开始了丰富的采
风之旅，“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最早
他曾随老师去长白山写生，在山中为了
能看到好景，就沿着天池边缘向上攀登
近5个小时，还差点有生命危险。他还
去黄山等全国名山大川采风，饱览山河
美景，积累了大量写生素材。于兵沉湎
山水之间，他观察到山的挺拔、水的灵

动，不仅有自然的天性，还有人性的思
考。于兵觉得画山绘水，能够充分展现
天人合一、大爱无疆的精神境界。这与
残疾人自强自立、服务社会的精神追求
本质上是一致的、融合的。于兵最钟爱
的还是故乡的长白山，长白山是他心中
的圣山。记不得他多少次到过长白山，
比看和行更重要的是悟，他凝望山色，
树影，峰峦，吮吸着草木和天地的气
息，就如同孩子吮吸母亲的乳汁，如此
幸福甜蜜。春山之秀秋山之壮阔，都没
有冬日长白那独一无二、震撼魂魄的力
量，所以长白山雪景为主题的画作是他
最热爱也最受赞誉的作品。有人说：

“艺术起源于人类灵魂深处被压抑的，
原始的冲动。”他每一次到达长白山都
有一种回归家园的亲切，他的灵魂与长
白山已经融为一体，对祖国山河和家乡
美景的热爱，使他的作品“状难言之景
列于目前，含不尽之意溢出画面”。

中国山水画不仅需要眼光、胸怀、
学养、品格，艺术家的才华、悟性同样
重要，于兵不仅研究中国传统技法与西
方绘画相结合问题，还研究传统画法与
现代画法结合问题。“外师造化，中得
心源”，他对社会和艺术都有了深层次
的文化思考，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进
油画、版画等技法，如 《长白胜境》

《茫茫雪野》 等巨幅作品结合传统技
法，《大地复苏》《塞北晨曲》《雪野》
等结合油画技法，《巍巍长白》 等结合
版画技法，《牧羊老人》 等结合工笔画
法，个人艺术风格日趋显现。没有创
新，艺术就没有个性和生命，于兵的创
新让他的作品有了卓尔不群的面貌。

于兵的艺术道路从传统“师古”起
步，临摹、修为、变革、创新，与现代
意识合拍，加上他的天赋和勤奋，让他
走上了成功的道路。2010年5月，于兵
个人画展在吉林省博物院举行，此次展
出的中国画《雪乡情》作为吉林省书画
家的代表之作被吉林省博物院收藏。

2015年 11月 30日，于兵新作巨幅彩墨
画《净月春晓》在长春揭幕，受到各界
关注赞誉。

绘画的魅力在于审美理想的创造。
于兵的山水画多为工笔和小写意山水。
山水画必须有古意，但笔墨必须追随时
代。五代画家荆浩提出山水画“六
要”，其中的“韵”，于兵的作品中尤为
凸显，“中国之韵”“长白之韵”亦是中
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于兵的画作笔
墨苍劲，留白空灵，以小见大，凝重质
朴，尽显“虚实、疏密、阴阳”形式之
美，笔墨与意境相容的传统之美。他笔
下的长白山恢弘开阔、水秀松润、云蒸
霞蔚、万里冰封，不仅整体气势宏伟，
充满激情，许多细部描画也做到了精致
化境的传神之笔。他将钩、勒、皴、
擦、点、烘、染、破、泼等手法运用得
淋漓尽致，意趣隽永，格调高雅，韵律
和诗意蕴含其中，注重艺术效果的同
时，传达了他理解的“道法自然”和

“天人合一”的意境。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

云”。于兵一直有着“士”的精神，以
家国天下为己任，捐画赠画做慈善一直
是他认为的分内之事。他不顾个人得
失，不仅在各种机缘中为残疾人和弱势
群体鼓与呼，还长期带动吉林省一大批
聋人美术爱好者开展美术创作交流活
动，培养了众多社会可塑之才。2007
年 9 月由他亲自筹划、多方募集资金，
成功举办了首届吉林省聋人优秀美术作
品展，并主编出版了 《无声世界谱心
曲》画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于兵的艺术探索之路未敢停息，
他还有更大的艺术追求和理想，进入新
时代，他的艺术创作也必将抵达到人生
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

（作者系吉林省党史和文献研究会
理事、吉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市
政协文史研究员）

搜尽奇峰 长白入画
——画家于兵印象

朱盾

石涛论画，曾有“今人不能高
古，病在举笔只求花样”之论。高古
者，一曰真，二曰朴，三曰简，世
谓返璞归真者，大约便是这种状
态。高古的境界甚难，更难者是高
古而生新，师古而能化。虽然古意
难求，惟学补之。我常常与同行论
及中国画的学习，宜重视三者：一
曰识笔墨，由研习、读书得之；二
曰明源流，由临摹、鉴赏悟之；三
曰讲创造，由行路积累成之。非明
笔墨，则源流莫窥。古人讲：书画
同源，中国画与书法本体内质的重
要共通之处，即在于笔墨的书写
性。“写”作为中国画与书法生成
的途径，使书画的载体——“笔
墨”与书画的主体“人”，得以沟
通和交融，以达到浑然的“异体同
构”。黄宾老所谓“笔墨之妙，画
法精理，幽微变化，全在书法”，
皆以“写”为关捩也。缘此，我找
到了和书法家徐锡澄交融点——领
略古法写新奇。在我的感觉里，徐
锡澄也着实是一位爱写、苦写、善
写的书法家。

徐锡澄是我的江苏同乡，更是我
艺术上的朋友。他出生于江南古城常
州，少而喜书，长而多艺，年仅弱冠
即负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攻理工
而不忘八法之研习。他幼年曾入手颜
柳，而能知平正，壮岁习行草之暇，
复求籀篆《石鼓》，略求朴厚，参之
《礼器》、《曹全》、《石门》诸汉碑，
趋于险绝。复于 《兰亭》、《圣教
序》、《十七帖》、《书谱》用功最久，
上下反复，不知疲倦。《兰亭》 一
册，再三临习，竟达八年之久。后复
由明清诸家而探碑学，寝馈大草，心
慕手追，勤于临写，所积临本，倾筐
盈箧。20世纪70年代中期，徐锡澄
始调南京工作，得识诗人、大书法家
林散之先生，往还座右。林老嘉其勤
敏敦正，尝批其习作“气味风格不
俗，因学《兰亭》，所以未入魔道”。
其后，徐锡澄更加勤勉，把书法作为
本职工作之外的事业视之。秉承林老
遗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形制之
外，更重性情，酿而酝之，陶冶风

操，四十载如一日，索其意蕴笔墨精
华，终得负独诣之能。

概而论之，在对优秀传统的继
承上，徐锡澄始终以帖学为本，由
此保证了他的作品在写法上的“纯
度”；在对帖学一脉的长期磨炼中，
徐 锡 澄 又 是 走 的 一 条 “ 杂 ” 而

“广”的路，不专习一家而博采众
长，由此又保证了他在写法上的

“宽度”；在博采众长的涉猎中，他
又能凭借自己的性情，始终追求着
自然天成、率真古雅的审美选择，
由 此 保 证 了 他 在 写 法 上 的 “ 深
度”。徐锡澄始终对“二王”的秀
润、颜真卿的苍郁、孙虔礼的清
畅、怀素的跌宕、米芾的痛快、黄
庭坚的飘逸作过长时间细致的揣
摩。因之，他书写时的自信、任情
与自然所呈现之一派天机的图式，
正是“以意驭写”，以“已意”涉

“古意”的结果。
叶燮 《原诗》 云：“诗是心声，

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
书与画亦如是。当其夜深人静，于公
事与俗务中脱身来到书案前，挥毫落
笔，波澜淋漓之际，其阳舒阴残已浚
发于灵台。今观徐锡澄书法，或可想
见其人日常状态。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领略古法写新奇
——徐锡澄的草书

程大利

徐锡澄，1943年生，江苏
常州人。第八、十届全国政协委
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中国职工书法家协
会名誉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社员。
200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
人书法展。荣宝斋出版社、中国
工人出版社先后出版《徐锡澄书
法作品集》等多种作品集。

由清秘阁主办，中国书画杂
志社、中国职工书法家协会学术
支持的《澄怀观道——徐锡澄书
法新作展》 2021 年 11月 28日
至 12月 3日在清秘阁举行，特
选刊作品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