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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唐诗祝：诗书画印，让艺术生活多彩多姿

源正泉自清 山高人为峰

人物名片

金林西，1985年生于浙江温

岭。别署非昔、臞夫、若昏堂。

200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

法系，获硕士学位。受西泠印社

季关泉和周旭两位老师启蒙，师

从陈振濂先生。现为浙江省书

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青年书法

家协会少儿委员会委员。

人物名片

唐诗祝，1942 年生

于安徽歙县，12 岁迁居

杭州。毕业于浙江工业

大学化工系。现为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杭州

九三学社书画院副院

长，中国航天基金会高

级文化顾问，广东省惠

州市博物馆艺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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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季关泉

夫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

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

也已。”金林西正三十而立，而学养醇正，

艺有所成，斯亦可畏矣！

我与金林西颇有金石之缘，他对金石

趣味那种由衷的热爱，总能让我重温青少年

时对篆刻艺术的那份激情，正因为对中国传

统艺术有着某种超乎常人的喜爱，才能摒弃

外界诸多诱惑，稳坐冷板凳；痴迷于艺事遂

能孜孜不倦，津津有味而欲罢不能。从学习

篆刻中获得的莫大乐趣又能激发出无限的

艺术灵感与创造力，也许这就是天赋！论及

天赋，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曾大发感慨：

“噫，性中带来一语，事事皆然，不独填词一

节。凡作诗文书画、饮酒斗棋与百工技艺之

事，无一不具夙根，无一不本天授。强而后

能者，毕竟是半路出家，止可冒斋饭吃，不能

成佛作祖也。”我总觉得这种对诗书画印毫

无来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喜爱，必定是“性

中带来”，这一点在金林西身上体现得十分

明显。金石文字的学习过程十分艰苦，有时

也十分枯燥，在旁人看来甚至是另类中人，

苦不堪言，但他却能食髓知味、乐在其中，他

的勤奋刻苦在我眼里更像是一种享受，未曾

有丝毫的勉强。勤奋加天分，金林西远追秦

汉，近取西泠，在书画篆刻艺术上筑基于醇

正而深厚的传统经典，再有幸硕士研究生毕

业于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中国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中国美院教授陈振濂先生门

下，滋养了学院的文史书论修养，金林西正

一步一个台阶登上自己所仰望的艺术高峰，

即“文人气、书卷气，技法纯熟而又超乎技法

的层面”。

“取法乎上”虽一言中的，但也令人无所

适从，迷津处若非有仙人指路，则极易误入歧

途。艺事若闭门摸索，亦如神农尝百草，定须

吃过许多苦头。故寻求前辈的指引总是一

条捷径。对于这一点，金林西与我也很投缘，

看到他，仿佛看到当年骑着自行车四处寻访

名师的自己。西泠钱君匋、刘江、陈左夫、李

伏雨、陈仲芳、俞建华、袁道厚等诸位前辈对

一位素昧平生的后进悉心指导、倾囊相授，这

种高风亮节早已凝缩成记忆的精华滋养着

我的人生。对于传统的艺术，首重在于传承，

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人格精神的传承。

在此，我想将俞建华先生对我的谆谆教诲转

益给金林西。俞老师告诫我：“在创新求变风

气日盛的今天，如何取法、如何融会，都联系

到对传统的态度，是为传统的弘扬添砖加瓦

而展示自己的风采，还是以损碍传统为代价

来扬名立万，其中就有一个具有道德内涵的

责任感在起作用。这也许也为关泉所关注

的吧。我想，对于一位有志于弘扬书刻艺术

的人来说，不仅仅满足于对技艺的玩弄和“惊

世骇俗”的表现，关键还是要从游艺进道的高

度来要求自己，才是一位有责任感的艺术

家。我想，关泉是会这样做的。”我想，林西也

会这样做的。

读书才有气韵
多写多练才会生动

唐诗祝出生于歙县，自幼受到徽州文化

熏陶，寄情翰墨。十二岁时迁居至杭州。毕

业于浙江工业大学化工系的他因为对书画

艺事的酷爱，毅然弃理工而从艺。

毕业后，他在杭报担任美术编辑工作，

坚持着对艺术的研究与探索。初始之时，唐

诗祝曾在包辰初先生引荐下，拜见了陆维钊

先生，聆听了他关于如何临摹《兰亭序》的

教诲，又拜见了吴茀之先生，吴先生云：

“尔双目炯炯，书画中人也，有空就来”，

惜只是一面之师。“当年报社还在国货

路，他经常值夜班，白天去余任天先生家

里拜访求教。”唐诗祝至今还记得，余任

天先生曾问过他一个问题，“诗祝，谁都

会讲气韵生动，你倒说说看，什么才叫气

韵生动？”唐诗祝当时就被他问懵了，想

了许久都答不上来。余先生后来告诉他

说，“读书写字，气韵生动”，这让唐诗祝豁

然开朗。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着读书写

字。当然，像《滕王阁序》《赤壁赋》等很

多古代的著名诗词歌赋要熟记于心，多看多

写多练是必要功课，才能酝酿出好的作品，

需要用的时候，便可信手拈来。

在这次展览中，就有唐诗祝的一副楷书

作品“读书写字，气韵生动”，这也一直是唐

诗祝终身奉行的座右铭。

积累多了
艺术腔调就会自然流露

唐诗祝靠自学自悟，在诗书画印中打

磨。“我自己找书、找字帖，凭靠努力和天分

自己去挖掘”。从艺数十年来，寒暑不辍，唐

诗祝在“学、练、悟、化”四字上苦下工夫。他

遍临颜柳楷书帖、《兰亭序》、米芾诸帖、《张

迁表颂》、《石鼓文》等。他对米氏行书非常

欣赏，认为米芾之字能“八面出锋”，奔放、迅

捷、激昂，符合时代节奏，更符合个人性情，

他潜心研究，将这些特点融入自己的书法作

品。唐诗祝的擘窠大字，结构严谨而气势磅

礴，书风痛快沉着；他的蝇头小楷，细如毫发

却挥洒自如，雍容大度、神通气达，显示出扎

实的腕底功力。

“书以功深能跋扈，画惟兴到见纷披”是

唐诗祝对书画的理解。他一直强调以书入

画，以画入书。他的水墨兰竹飘逸多姿，大有

板桥遗风。唐诗祝还擅治印，先从临摹汉印

入手，后专学吴昌硕、齐白石、邓散木诸家。

他撷诸家之长，融于一体，汇成一格，且腕力

过人，他刻印就是把刀当作笔，每每一印在

手，风驰电掣，须臾即就。他的印章，老辣苍

劲，生动活泼，天趣盎然。

活到老，学到老。他认为作为一个真正

的书家，其书法作品应该是自己的思想情趣

抒发的载体，必须带有诗意。因此，他曾从

陈宪清先生学古文诗词，他不遗余力地攻诗

文、觅佳句，以坚毅意志来丰富他书画艺术

的内涵。现今六和塔陈列馆前悬挂着的“据

月轮，冲霄汉，雄临吴越地；傍之水，掣苍龙，

威镇浙江潮”一联就是唐诗祝所撰并书写，

并刊入《西湖志》。在杭州西湖云栖景区，安

徽黄山景区多有其所作之联。对古文化潜心

追求，积累也越来越丰厚，艺术素质会自然而

然地流露，也是一种熟能生巧的结果。

取法古人
让中华文化在传承中发扬

唐诗祝的艺术人生执着而坚持。他谦虚

而勤奋，非常好学，总想把自己的技艺不断提

高。他爱钻研，研读多了，就可在临帖时体会

到书家的运笔手势，第一笔如何开始，过程中

如何运笔，体味细微的变化。

“没有文字的功底，就不能记录现实。

就不可能抒情，一味地抄写，写得再好，只是

个抄书匠”。摹古人作品，取法于古人，精察

古人名作，决不泥古：聆听名家指点，是唐诗

祝获得成功的要诀。他欣赏前贤的作品，并

在其基础上作出客观评价，取其精华，通过

实践来找寻自己的缺点，积累经验、积累理

论，并验证前人的理论是否具有可行性。

诸艺相通，唐诗祝曾习过太极拳，经过

参悟，将太极拳运行的意念，使其用于运笔

之中，尤其是在书写小楷或行楷时，得到了

应验，“字虽小，划虽短，而意念长”，故而其

所书小字，雍容大度，绝无局促之感。

新加坡“吴冠中：
大美无垠”展延期闭幕

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吴冠中画廊举办的

“吴冠中：大美无垠”展，延期至9月25日闭幕。

参展展品共计79件组吴冠中先生作品，其中新

加坡国家美术馆25件组、中国美术馆6件组、中

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10件组、浙江美术馆5

件组、香港艺术馆3件组、私人收藏29件组以及

南京博物院藏“吴冠中先生雕像”1件。

毕加索走进中国艺术大展
将在京开幕

由山水文园集团、意大利METAMORFOSI

文化艺术协会等主办的毕加索走进中国艺术大

展将于5月28日至8月8日在北京开展。83件

毕加索精品原作和 84 幅珍贵影像将在中国集

体亮相，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展出数量最大，

价值最高的毕加索精品原作展，展示方式包括

原作陈列、VR、互动体验，同期举办齐白石真迹

展，以对话毕加索。

活着，就要做活的艺术

究竟什么是当代艺术？如何理解当代艺

术？2016 首届海南国际艺术双年展艺术贡献

奖金奖获得者、当代艺术家马杰教授认为：“虽

然当代艺术指的是当下正在发生的艺术，但不

是所有当下开展的艺术活动都是当代艺术”，

马杰解释道，“那些具有当代意识观念的艺术

活动才是当代艺术”。马杰格外强调了“当下

正在发生”，在他看来，当下发生，是指没有现

成的模式与标准，完全是一种面对新的事情所

呈现出的态度和行为，直白地说，不再模仿那

些艺术经典。

博物馆不可因“商”而“伤”

博物馆一向被视为文化净土，也一向以高

雅示人。然而，近年来一些文博单位，善于从

珍贵的公共文化资源中发掘商机加以利用，却

不善于在利用过程中加以管理，致使其商业行

为屡屡过度，以急功近利之嫌染俗博物馆高雅

的气质。毋凡发文指出，博物馆首要任务是庇

护文物，继而向公民传播文物承载的人类过往

文明，而非靠文物赚钱。文博单位合理利用文

物进行商业开发并非不可，但超越博物馆职能

的过度商业行为必须受到限制，更不可使博物

馆因商而“伤”。时下，钱乱人心者不为少数，

博物馆即使用不好人类过往文明这剂良药滋

养人心、医治心伤，至少不该添乱。

国画的融西与油画的中国化

画家、美术理论家梁照堂近日指出，总体

而言，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几乎主要呈现出这样

两个方向，一是国画的“西进”，一是油画的“东

进”，成为了两大奇观，也成为了两大探索。都

取得了很大成就，也有不少经验和得失教训给

我们借鉴。二十一世纪之后，“融西”方向更加

成熟了，借鉴西方的元素，但坚守中国画的文

化精神是最核心的。而在油画的“中国化”上，

纠正了把油画画成年画的现象。不能只是表

面化追求“民族化”，从而丢掉了油画本身的艺

术语言。

收藏投资应不拘一格

说起收藏，黄英认为有两大范畴，一是已经

知道该类物品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二是尚

不知道该物是否有收藏价值，不经意间予以收

藏，但时过境迁，这些原本“不起眼”的东西却成

了宝物。提倡不拘一格地去收藏，意在不刻意

集中在一器一物或一张字画上，而是全方位地

俯视生活中的一切，处处做个有心人，不断地注

意观察和收集信息来修正自己的收藏行为。前

不久，报载苏州有位收藏者，在“不经意间”收藏

了上百副各式各样的“帐钩”，别人不注意，他却

发掘出“帐钩”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

文/朱飞军

诗曰：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此孟浩然之《与诸子登岘山》也。何为乎此诗？

所为见“羊公碑”之故也。羊公者谁？羊祜（221年－

278年），字叔子，泰山南城人。晋著名战略家、政治家

和文学家。时人感其德行，故尊之为公也。

羊公曾登湖北襄阳之岘山而叹曰：“自有宇宙，便

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 ，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

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年后有知，魂魄犹应登

此山也。”时人感羊公此事而树之以碑，为其接任者杜

预命为“堕泪碑”也。

唐人有孟子者亦登此山，见碑而喟然有此诗也。

吾人知此事而读此诗则清清然而易识也。然而“羊公

碑”知之者少，而孟浩然此诗知之者多也。故人因事

而兴，事因人而名，岂有异乎。

岘山在湖北的襄阳，当年西晋的羊祜常登此山，

曾经发出过前贤胜士“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的感

叹。后来孟浩然也登上此山，看到了“堕泪碑”，联想

到羊祜的感慨，也同样感受到了人事的代谢，也发了

一番感慨，写成了以上的诗句。如果联系到羊祜的典

故来理解这首诗，则很容易理解孟浩然诗所表达的情

怀，也很容易受到它的感染。人事是代代相传不会停

止的，古人已经永远成为古人了，而我们也不过是即

将成为古人的当下人而已。想到这里不免会对自己

现在所作的“登临”产生一种虚幻之感，因为此登虽然

是可以感知的事实，但想到自己成为古人以后，这个

“登临”就是一个虚无的东西了。所以孟浩然说“复”

登临，表达得极其勉强。在这种情绪之下，江山的胜

迹也会觉得是勉强地“留”的；同样的情绪之下，孟浩

然看“鱼梁”之水是“落”的，看“云梦”之泽是“寒”的

了；理解了孟浩然这样的心事后，再看“羊公碑尚在，

读罢泪沾襟”这样直白的句子，就有了感人的力量了。

这首诗因“羊公碑”联想到人事代谢而起兴，孟浩

然将它写成了千古名诗，说明了艺术创作之需要有切

实的缘起。这个道理于书法亦然，书法如果作为一种

艺术形式它要有感人的力量，一旦有了实际生活的

“缘起”，那么即使技术的表现略显平常一些，也很容

易引起我们的共鸣。就像这首孟浩然的诗，其诗句可

谓是明白晓畅，直抒己见，却反而更加动人，以至于我

们对于此诗的了解更甚于对“羊公碑”这个事件本身

的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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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唐诗祝携百多件诗书画印作品在诸暨市博

物馆展出。唐诗祝与诸暨颇有缘，曾经和诸暨籍的余任

天先生有着深厚的翰墨情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与诸

暨书画界中人相互交往，这次受诸暨博物馆之邀，展出了

他五十年来于诗书画印艺术上取得的成果。

作为一个书家，唐诗祝固守着“诗书画印”俱全的传

统。虽已七十五岁高龄，而他穿着红白格子衬衫，中气十

足地在展厅讲解着他的创作历程，爽朗耿直的气势绝不

输年轻人。在画室里，他挥毫作书，笔力苍劲，气势磅礴，

笔墨确实生动。在半小时的谈话间隙里，他奏刀霍霍，一

方印已然出手，并题刻上了多字的边款。

记者 陈友望 孙乐怡

苏东坡词句 行书

篆刻 淡如菊

篆刻 人长寿

篆刻 若昏堂金林西珍藏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