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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 2 月 4 日精彩开幕。
一朵雪花，以中国人含蓄而独特的审
美方式，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和奥林匹克的时代精神，传递了全人
类的共同情感。一年前北京冬奥会开
启倒计时一周年之时，在瑞士洛桑奥
林匹克之家，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向
世界发出参加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
邀请。细心的观众看到，巴赫发出热
情邀约的同时，一尊放置在办公桌面
上的顾拜旦铜像，也正以坚毅而温润
的微笑，透过视频向世界传递出奥林
匹克的中国引力。“微笑着的顾拜
旦”雕塑作者正是全国政协常委、中
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以科技与艺术
融合的动人演出感染了世界，在中国
美术馆，也正在以美的语言，践行着
中国对奥林匹克理想的坚定追求和积
极行动，讲述着中国对于奥林匹克理
想和人类共同命运的深情瞩望。

体美携行
增色魅力“双奥之城”

关注冬奥、融入冬奥，冰雪激情
中处处显现了文化的自信与大国的从
容。2022 年元旦之后，中国美术馆
内就已经充满了浓浓的冬奥气氛。冬
奥开幕期间，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

“生命之光·2022第九届中国北京国
际美术双年展”更是将“双奥之城”
的新春之喜、冬奥之情推向热潮。

在此之前，中国美术馆联合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就已经成功举办了“迎
冬奥·美在逐梦——中国美术馆藏体
育题材美术作品展”，烘托出热烈的
迎冬奥氛围。该展是中国美术馆从近
13 万件馆藏中遴选经典的特别策
划。展览以“梦想与拼搏”“崇尚与
竞技”两个篇章、共160余件馆藏经
典体育题材作品，阐发“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竞技
和奥林匹克文化之美，生动、立体地
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向世界讲述了
中国体育发展的故事，展现了可信、
可爱、可敬的当代中国形象。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对此次
展览予以高度评价说，通过展览方式
全面呈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成绩，
并通过总台权威而广泛的传播，使优
秀馆藏美术作品能够为人民群众提供
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也让奥林匹
克精神得到更加有效的普及。

体美共育
弘扬中国文化精神

“虎是力量的象征，也有着昂扬
奋进之美。如果说中国文化中虎的形
象是‘力’与‘美’的结合，那么在
中国农历虎年春节举办的冬奥会，也
特别需要一种运动之‘力’与艺术之

‘美’的融合。虎年和奥运年相逢，
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吴为山说。

如何用艺术的语言、从艺术视角
呈现奥运魅力、展现体育的力量之
美？如何以具体的实践举措促进体育
与美育结合，形成文化素质共育的合
力？如何在奥运主题的创作中以立体
生动的形象讲好中国故事、表现中国
核心的精神文化和审美情感，实现东
方神韵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完美结合？
如何借助北京冬奥契机，以优秀的美
术创作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展现中国
的文化自信，为奥林匹克精神注入新
的时代内涵？

无论是作为中国美术馆的馆长，
还是作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
物设计评审组专家委员、公共艺术委
员会艺术总监，抑或是作为一位长期
通过艺术创作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交流
的雕塑艺术家，这些问题都始终装在
吴为山的心中。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
是体育盛会，也是世界各国人民进行
友好交流、展开文化对话的盛会，美
术作品是人类智慧与精神的结晶，正
是人们互相欣赏、展开精神对话的重
要载体。

如同国际奥委会创始人顾拜旦所
说，奥林匹克运动并非只是增强肌肉
力量，它更是智力的、艺术的。体育
和艺术的融合恰恰是“力”与“美”
相互交融的完美例证。通过视觉艺术
的创造来阐发体育精神，古来有之。
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底蕴和体育运动
的生动场景源源不断地为艺术家提供
了创作灵感。

为助力冬奥，并以此契机推动美
育普及，2021 年底，中国美术馆在
公共教育空间举办了一场独特的“为

奥运冠军画像”活动。邀请知名艺术家
为奥运冠军现场画像，艺术家们挥洒自
如的画笔，犹如运动员们在赛场上的矫
健身姿，洋溢着自信的中国精神，一展
奥林匹克风姿，艺术与体育在这里碰撞
出新的火花。

体美融合
展现体育大国形象

为共襄冬奥盛举，担当引领新时代
美术创作的重要使命，中国美术馆还主
动发挥主题性雕塑创作优势和组织优
势，带动全国青年雕塑家创作完成了一
批聚焦奥运和体育主题的雕塑新作，并
在“迎冬奥·美在逐梦——中国美术馆
藏体育题材美术作品展”上集中亮相。
以各具特色的形体塑造，形象生动地展
现出冬奥代表性竞技项目的精彩瞬间。

而参与《馆长说馆藏》栏目，则是
中国美术馆通过媒体平台让藏品“活起
来”的实践举措之一。在不久前录制完
成的三集节目中，吴为山解读了六件
中国美术馆的典藏精品，恰恰都与体
育，特别是与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透过这些作品，
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体育与美术的融
合，多层次地感受到中国作为体育大
国的发展格局。

吴为山于 2014 年为南京青年奥运
会创作的大型雕塑 《火炬手》，以理想
主义的夸张手法，通过长长的腿跨步向
前奔跑的姿态，表现出一种生命的力量
之感，一种理想的崇高之感，以及一种
跨越时空、跨越文明，始终向前的奋进
之感。

朱成 1985 年创作的雕塑作品 《千
钧一箭》，以李玲娟参加1984年奥运会
场景为灵感，虽然元素简单，却非常巧
妙地融体育竞技的力量之美于雕塑艺术
语言之中，充满张力地表现了中国体育
运动员的自信、力量和信念。

徐 启 雄 1984 年 创 作 的 国 画 作 品
《决战之前》 通过中国女排在决战前聚
首抚掌互勉的一瞬，表现出女排姑娘们
必胜的信念，抒发出一种为国争光、敢
于拼搏的高尚情怀。

黄 胄 于 1953 年 创 作 的 国 画 作 品
《打马球》和刘开渠创作于上世纪80年
代的雕塑作品《踢毽子》表现的都是中
国历史悠久的民间体育形式。民间体育
运动那种朴素的热烈奔放，给了黄胄很
多创作的灵感，而踢毽子这种充满了童

趣的传统体育项目，则被刘开渠用雕塑
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两件作品不仅展现
了以体育运动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
也向世人讲述了中国人民享受体育运
动、普及体育运动、传承体育文化的生
动实践。

体美通心
映照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1月，在纪念顾拜旦逝世80
周年之际，吴为山应邀创作的雕塑作品

《顾拜旦》 落户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
巴赫主席为雕像揭幕并给予高度赞扬。
为表彰吴为山对奥林匹克文化作出的贡
献，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特别向吴为山
颁发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奖。吴为山在分
享创作灵感时说，他在研究相关文献、
参阅顾拜旦生前照片记录等的过程中，
从顾拜旦身上感受到一种饱含温情的自
信和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想的光芒。这
种宽阔的文化胸襟、追求世界和平的
理想、饱含温情的人文关怀，都让自
己甚为感动。而在吴为山看来，这又
恰恰与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完全契
合。于是，这尊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
顾拜旦雕像，也就凝结了中国人对于
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与追求，成为国
际奥委会的永久收藏。

2020年1月，应巴赫之邀，吴为山
带领中国美术馆一行到访瑞士洛桑国际
奥委会总部，与巴赫主席、于再清副主
席亲切会面，国际奥委会专门升起了中
国国旗，以示对中国朋友的欢迎。吴为
山并向巴赫赠送了雕塑作品《问道——
孔子问道老子》。吴为山表示，在中华
民族历史上，儒家思想是民族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儒家认为体
育活动只有以德调和、以德融通，才会
超越自身。孔子所言君子“六艺”中的

“射”“御”，在现代奥林匹克比赛中也
有类似项目。孔子心中的“射”讲究礼
让精神，在乎竞争的公平，体现的是君
子之争。这与奥林匹克精神重在参与是
一致的。

在世界人民的热情瞩目之中，在顾
拜旦的微笑目光之下，当五环之光与中
国之美在“双奥之城”再次相拥时，我
们更可以说，融汇相通的奥林匹克精神
与中国文化精神总是在努力搭建心与心
沟通的桥梁，让我们在一个多元丰富、
精彩纷呈的世界中，一起向未来！

（作者系美术评论家）

五环之光与中国之美
——中国美术馆倾情搭建奥运与美的桥梁

毕一玺

书法艺术为汉字所独有，这是
普遍所识。大篆、小篆、隶书、楷
书、草书、行书等在书法漫长的发
展史中也形成了诸多的流派，历代
名家辈出。其实，在1000年前，仿
汉字创造且在西夏及周边地区使用
长达四五百年的西夏文字，其在长
期使用的过程中也形成了楷书、行
书、草书等各具特色的“书体”，在
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书法
艺术。

宁夏银川市有一位书法爱好
者，无意中从专家学者的论文中了
解到，迄今发现的西夏文字的书体
里没有隶书体，于是潜心研究、习
练十余年，用隶书之神韵呈现出了
西夏文字之秀美，展示了中华文化
多元一体之魅力。他就是李俊章，
宁夏民政厅原副厅长。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李俊章
考入医科院校学成后并留校任教，
1985 年调入宁夏公安系统担任法
医，专业上他刻苦钻研、一丝不
苟。他带领科研攻关小组，坚持

“科研为办案服务”的宗旨，先后把
多项研究成果投入使用，大大提高
了办案能力、办案效率，在侦破
重特大案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出
版著作多本，公开发表论文 60 余
篇。李俊章正是在这紧张的工作之
余，业余爱好书法，并大量阅读古
今中外思想文化书籍，不断提升自
身文化修养的同时，善于发现，钻
研进取也体现在了爱好之中。作为
土生土长的宁夏人，他对这片土地
上曾经辉煌的西夏文化也有着不一
样的情怀。

在浩瀚的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
中，西夏王朝历经 189年，创造了
一段灿烂而独特的历史。政治上，
西夏制度由番汉两元政治逐渐变成
一元化的汉法制度；法律上参考唐
宋法典，在畜牧业、军制、民俗等
方面又具本民族特点；经济方面，
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曾发展迅
速；文化方面则是多元与儒学佛教
兴盛。此外，西夏不仅拥有璀璨的
历史文化，更充当了在西北地区保
护华夏文明种子的角色。然而，由
于元人修前代史时没有编撰一部西
夏纪传体正史，致使西夏史料在元
以后湮没殆尽，西夏的语言文字也
被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直到20世纪初，俄国军人科兹
洛夫和英国人斯坦因在内蒙古额济
纳旗黑水城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
献，这些宝贵的文物文献在圣彼得
堡展出，引起极大的轰动。这一发
现被公认为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
初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之后的中国
第三大考古文献发现，西夏学从此
诞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对

西夏文化、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取得
了大量成果，开始赶超俄罗斯在西夏
学研究方面的主导地位。1997年，宁
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李范文编纂
的 《夏汉字典》 首版出版，该字典被
誉为破译西夏文字、打开西夏文献宝
库的“金钥匙”。此后，《夏汉字典》
中的西夏文字历经多次增补，最终，
西夏文专家李范文认为，全部西夏文
字共计5917字。

2009年，李俊章担任宁夏银川市
公安局政委兼文联主席后，繁忙之余
习练书法更加勤奋。而让李俊章真正
更深层次了解西夏学和西夏文化是在
2010年，这一年第一届西夏学国际学
术论坛在银川举行。李俊章有机会全
程参加会议，他较全面地了解了众多
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西夏文化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他购买了大
量研究西夏文化的书籍进行研读，
其中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
中心主任、著名西夏学专家史金波
的一篇论文，文中提到，到目前为
止没有发现西夏文字有隶书这种书
体。这引起李俊章的注意，他为此
特意当面请教史金波，证实了西夏文
字无隶书体这一事实，也萌生了西夏
文隶书体的想法。

李俊章没有急于动手，而是用当
年做刑侦的钻研精神先去钻研隶书和
西夏文字。他系统研究了简隶、古
隶、汉隶书法以及各时期隶书名家的
风格，在学习临摹的基础上通过运用
《曹全碑》《张迁碑》《乙瑛碑》《石门
颂》 等多种碑帖的特点，借鉴南北朝
周兴嗣，清邓石如、何绍基，现代刘
炳森等书法的风格，将它们运用在西
夏文隶书的设计上，形成自己的隶书
风格和特点。之后，系统研究如何用
隶书把西夏文字写好、美观。既要尊
重汉字隶书特征，符合书法法度，又
要符合西夏文造字原理；既要追求隶
书的神韵美感，又要把西夏王朝的党
项族这个战斗民族彪悍、钢筋铁骨的
感觉体现出来。

西夏文字是西夏景宗李元昊正式
称帝前的公元 1036 年 （大庆元年）
命 大 臣 野 利 仁 荣 创 制 的 ， 三 年 始
成 ， 形 体 方 正 ， 结 构 仿 汉 字 。 用
点、横、竖、撇、捺、拐、拐钩等组
字，斜笔较多，没有竖钩，单纯字较
少，合成字占绝大多数。笔画繁冗，
15画以上的字占75%以上，重叠笔画
变化更多，书法中逢双必变，设计起
来相对困难。李俊章没有退缩,不仅
自己用心钻研，还遍访名师，结识了
宁夏画家曾杏绯和其子、书画家马建
军以及张大千弟子萧允中，学习和领
悟了他们的作品和艺术人生，坚定了
自己的信念。

李俊章充分利用一切业余时间，
在翻阅大量西夏文献的基础上，比照
着李范文的《夏汉字典》，逐一对西夏
文字的笔法、字法、结构、章法进行
探索、设计、定型，力争体现出隶书
的方劲古拙之貌。这一练就是近 10
年，他将字典中的5917个西夏文字练
了一遍又一遍，每个字在他眼里都美
好而鲜活起来了。

又历经数年苦练后，李俊章带着
西夏文隶书作品登门请史金波指点，
史金波称赞道：“没想到你的西夏隶书
字这么美！”得到肯定后，李俊章更加
自信，更有意义的是，通过这种新的
艺术表现形式，能够引导人们从新的
角度来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了
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生活在中华大
地上的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自
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
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数千年的历
史长河中相互碰撞、彼此融合，汇聚
成博大精深、多彩绚丽的中华文化。
如今，李俊章已从工作岗位退休，在
继续书写西夏文隶书的同时，他表示
还将做更多自己喜欢的、有意义的
事。作为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文化
遗产委员会会长，他将致力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为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提高公众文化品位作出
更大贡献。

以隶书之韵现西夏文字之美
——李俊章的书法之路

毛立军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李俊章 书

《顾拜旦》铜像雕塑 76cm×60cm×40cm 2017年 吴为山 作
国际奥委会总部藏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李俊章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