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书法界失落最多的是风骨情操

书法家李刚田近日说，作为一个书法家，

以全面、深厚的文化素养为基础，从而深化艺

术创作思想，增强艺术创造力是非常必要的。

他觉得写什么固然重要，但只是具体的、形式

的还不够，本质上是要提倡书法家做一个文化

人，也就是过去所说的“读书人”。传统文人有

两种内涵，一是指其学识胸怀，要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要学而思、思而学；二是指其风骨情

操，这一点最重要，也是当下书法界失落最多、

亟待唤回的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孔子所说的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今只剩

下了“艺”，这是最值得反思的。

对“凡人义举”精神价值的赞扬

上月，故宫博物院专门在建福宫花园敬胜

斋举办“何刚同志追思会”，向这位为中国文博

事业做出贡献的捐赠者表达深切悼念。“对于

故宫博物院来说，何刚先生不仅是一名饱经沧

桑、性格刚强的普通农民工，更是一位深明大

义，既有觉悟又有感情的文物保护者和捐赠

者。”追思会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感慨地

说。在他看来，召开这样一次追思会的意义，

不仅仅在于追思故人旧事，更多是对何刚身上

所呈现出的这种“凡人义举”精神价值的赞扬，

以唤起更多的社会民众关注国家文物保护。

“南宋北宋”与“难送白送”

吴昌硕故里某资深书法爱好者，有一句谐

音的俏皮话，自嘲习艺之路要经历“南宋、北宋

和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南宋”者，“难送”

也，指作品送人也难，或自己觉得拿不出手，或

人家根本不把你当回事。“北宋”者，“白送”也，

作品送出去有人乐于接受，甚至不乏索讨者，

但都是无偿赠送或“友情出演”，近于“学雷锋，

做好事”也。“元明清”则是“用多少元人民币来

请”之谐音和节略。呵呵，到了这一阶段，作者

才算有“身价”，作品才有市场价值。

“捡大漏”还得靠知识积累

今春，拍卖所呈现的两则拍场“捡漏”事例

让藏友津津乐道。第一则说的是，一位买家在

去年的西泠秋拍中以1.8万元低价购入的清代

闲章，在今年北京保利春拍中，被人以380万元

竞得。另一则发生在国际市场，一件原本在朋

友圈里销售 8 万元无人问津的 4 厘米高的古

玉，在香港邦瀚斯拍卖出了 290万元的天价。

这两则堪称经典的捡漏事例，给出了两点启

示：首先，对于一些艺术品而言，其所蕴藏的文

化价值已然远远超越了其本身的材质价值。

其次，当今艺术品市场仍然有大漏存在，尤其

在众多专家、行家汇集的拍卖市场捡漏，需要

的绝不仅仅是运气，还需要广博的知识积累和

浓厚的探知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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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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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新，2010年毕业

于美院附中，考入中国美

术学院，2015年攻读中国

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专

业研究生，师从尉晓榕教

授。其《浅谈中国人物画

中的戏剧性效果》获2014

中国美术学院优秀毕业论

文奖；2014年获中国美术

学院毕业创作暨林风眠创

作奖金奖并被中国美院收

藏；《空教室》入选浙江省

第十三届美术作品展。

（恒庐美术馆推荐）

【师友说】

看怡新的画，温暖而又轻松

【藏家说】
她用画笔静心和绘画对话

看她的画，可谓用心用自我的方式表

达。古今，中西，写生，想象……笔下有浪

漫有烟火有尘事，她用画笔叙述。有“取法

乎上”的真心，“志存高远”的画名，静心和

绘画对话。古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

更悠”，我想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山，在山

林里她自由表达，自得其乐。表达自己不

一定完全是快乐的，可过程应该是享受的。

——自由职业 陈雯

看怡新的画总是舒畅又提神，有一

股不着痕迹的巧劲儿，在笔墨中延展

开。在层叠、宛转的线条包裹下，一切

都是温暖又轻松的，有少女的躯体、裙

装、眼神，有小动物的活灵活现，有花、

果、叶、一片天……即使是五彩斑斓的

杂物之间也存在妙趣横生的默契。

作画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刻意的

事，她做到了将自己的感知、所想自然

而然地寄于笔下，因而在看画者不经意

间，那些快乐、惬意、情思、感悟已然渗

入思绪。画作为她的语言、她在画中选

择的语言，既是真实的，也是聪明的。

——纽约大学博物馆学硕士 吴伊扬

在她的画里，生活变得好玩

王怡新用恣情的书写勾画着日常

生活里的细节趣味，她以自己敏锐的

观察，将被忽视的现实碎片凝固或重

组，使之成为值得玩味和解读的视觉

空间。在她的画面里，生活变得好玩

起来，时间放慢，不时有清风流过之

感，大抵是因其潇洒流畅的线吧，自在

怡然。

——策展人 梁庆

那些“偶尔”，才是最真最鲜的东西

她是一个可爱的姑娘，笑起来有

月牙般的眼睛，我喜欢她，后来又去看

她的画，文静理智，偶尔也不羁放纵；

常常“心慈手软”，偶尔也不管不顾；会

认真“经营位置”，偶尔也会犯点迷糊，

然而那些“偶尔”才是最真最鲜的东

西，不是吗？

——中国美术学院山水专业 李方

王怡新自述：画画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它成为自我的延续和补充。画，是最真实的。

我很感激上天赋予我会作画的能力，从心理学和

美学上说它是一种弥补，在现实和梦想中获得一

种平衡。画画有快感自然会上瘾，最好的状态莫

过于一有刺激就能把它付诸实践，这是一大乐

事。自己的画被人欣赏抑或指手画脚也是一大

乐事，我从不低估观者，画画跟作诗一样，一幅作

品的生命不是作者一个人所能维持的，观者的联

想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作品的生命也就是生生

不息的，它并非一成不变。所以画画这件事对我

来说就轻松很多，“古今”“中西”“写生”“想象”“水

墨”“色彩”自由生发和通融。

我们的生活可观可感，季节变，万物变，人

的感受亦随之而变，在飞逝的时间和无限的空

间中截取片刻，赋予它永久而清晰的存在，当

然，这种瞬间是综合的。无论它是美丽的丑陋

的，首先是真实和真诚，更希望自己持一种温情

的态度感知和呈现身边的美好。它是某个场

景，或是一个故事，或是一种形式。比如《春》，

标题来源于波提切利的《春》，它是一种形式的

感觉，未完成感、律动，人的律动，光阴的律动，

生命的律动。把生活中的种种通过抽象的方式

进行转换，从混乱中划出美得意象来。

持一种温情 感知并呈现身边的美好

文/何水法

与草木结缘数十年，越来越发现世

间的草木亦如常人，各有性情。名花倾

国，看了固然让人欢喜，但那份精心造就

的美丽似乎不那么平易近人。倒是山间

乡野里，偶然遇到的野花野草，更能让我

心动——那份经受风雨洗礼之后的恣肆

和随意，恰如历经人间世事之后的智者，

洒脱通达，合乎自然。而合乎自然之道，

是花鸟画家一生都在追寻的宝贵特质。

几十年来，名花佳卉画了不少，野草

野花的创作也累积了很多，但最让我念

念不忘的，是每年五、六月间，山丹丹花

开之时，陕北山间那片惊人的红艳。山

丹丹是最低调的花，叶细茎柔，幼时与普

通杂草难以区分，可一旦春去夏来，山丹

丹便以燎原之势，红遍山间坡地，让周围

的一切草木都成了背景。这种低调隐

忍、厚积薄发的精神，让我感动。

当然，世间也不乏具备这种精神的

人和事。比如，一生孜孜不倦做研究，造

福人类的科学家，比如从人民中来，在人

民中成长壮大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

做出英明决策，而后带领全军取得胜利

的光辉事迹，用山丹丹花来比喻最为贴

切。所以，前辈音乐家和陕北民众共同

创作的那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能够

唱遍祖国大江南北。

现在正是山丹丹花开之时，前段时

间跟随全国政协到贵州调研，又一次看

到了记忆中的山丹丹花。在革命老区

听历史故事，看革命老区的旧貌新颜，

让我触景生情，再一次萌发了创作山丹

丹花的激情。所以，此次调研结束，我

就创作了这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希望借用这盛放的山丹丹花，在建党九

十六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表达我作为一

个文艺工作者的欣喜之情。

俗语说旁观者清，我作为一个无党派

人士，从史书和前辈那里知道了中国共产

党的光辉过去，也亲眼见证了建国以来中

共克服种种困境，为带领中国走向富强和

文明所做出的努力。中国共产党来源于人

民，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恰如陕北的山丹

丹花，扎根于山野，历经风雨而茁壮成长。

习总书记在建党九十五周年的讲话

中曾说，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

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

之心，并且十次强调“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这种不忘自身起于微时，始终坚韧

不拔的精神，也暗合了山丹丹花这样的

平凡花草的气质，即使不被歌颂，即使生

于山畔水岸，依旧开得灿烂惊艳。

每次看到怡新，一种春风拂面，天真

烂漫之感扑面而来，等看到她的画时，“赤

子之心”这四个字便跳跃着冲口而出。

何谓“赤子之心”？我想是对万事万

物永葆天真诚挚，纯净天然的感情。她

喜爱小动物，被小动物由“单纯”的而产

生的美吸引，所以她笔下的万物，总是生

机勃勃，欢欢喜喜，不加一点修饰，没有

一丝造作。

她的“赤子之心”还在于她对生活的美

好信念。所以当你驻足于她画前，就能充

分感受到她笔下的那份轻快自如，洒脱无

邪，继而嫣然一笑。能打动人心的一定是

美好纯洁的心灵，艺术也是如此。

——自由职业 王超

“泰坦尼克文物精品展”亮相广州

今年是著名邮轮泰坦尼克号沉没105周年

和正式开始打捞30周年，广东省博物馆联合美

国普利尔展览公司共同举办“泰坦尼克文物精

品展”，6 月至 10 月在广州开展。从设计到航

行，从遇难到打捞，泰坦尼克号的“前世今生”以

及船上乘客的个人档案、遗物等等一一呈现。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于 6

月29日起亮相上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从数

百万件藏品中，挑选了100组展品，跨越人类历

史中的200万年。此次展览的“百物”中有8件

来自中国，包括良渚文化的玉琮、西周早期的康

侯簋、商周时期的镈、东汉釉陶六博俑、唐代刘

庭训墓的三彩文官俑、唐代龙首双耳瓶、元代青

花瓷盘和中国产的太阳能灯具和充电器。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上博开展记者 郑成航

梅雨季节的杭城笼罩在急雨和闷热中，这

时候，如果走进西湖边的芸廷小坐，就会感到

满室的宁静。“起落微茫——李明桓小楷书法

展”正在这里展出。

一场完美主义者的展览

人们通常说，相较于隶书、楷书这样的静

态书体，行草书能更多地传达人的性情。然而

在李明桓小楷展览中，我们却可以明显得感受

到他的性情和精神。首先，这是一个完美主义

者。小小的展厅里，共展出了大大小小三十件

小楷作品。数量不算很多，创作的时间就更夸

张：两年。两年三十件作品，这样的“低效率”，

源于李明桓的完美主义——展出的每一件背

后，都是数十张乃至上百张“废品”。所谓“废

品”，其实只是达不到李明桓自己的要求。他

说：“有时候，状态一点点不对，就算是写坏

了。”一幅近6000字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他

整整创作了半年，才有了最满意的一张；另一

幅《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则写了三

个月。在展览开幕当天，现场还放一台碎纸

机。上百件不符合李明桓最高要求的“废品”

被当场销毁。在场观者无不心痛，但在李明桓

看来，这是“为了留下最好的作品”。

展出每一张作品的内容、纸张、大小、色

彩、排列方式、装裱材质，都是全盘细致思考的

结果。比如装裱用的绫绢，李明桓特地赶赴苏

州，找了不少装裱师傅，无奈找不到合适的绫

和宋锦。最后，在苏州国画院老师的推荐下，

终于通过友人在日本找到了理想中的材质。

创作不只是写字，李明桓说，这些作品从

筹备选材到正式创作、治印、装裱、策划、展览，

这两年中一切，都可以称之为一次完整的“创

作”过程，每一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这都是

创作的一部分，我尽量自己完成，而不假手于

人，才能达到我的理想。”

一条微茫而深远的小径

李明桓是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博士，如今也

是中国美院书法系教师。他对小楷产生兴趣是本

科时候开始的，他回忆：“十五年前进美院书法系

的第一堂课，正是导师祝遂之教授主讲的楷书

——所有书体中包含技法最全面的一种书体。”

本科阶段的学习，让李明桓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而他对楷书的认识也逐渐深入。他曾到

西安碑林看唐人的楷书碑刻，发现初唐楷书单

字多为3厘米见方，这比平常折来练字5~7厘米

的“大楷”格子小了一大圈。于是，李明桓开始

思考：“如果要接近古人的状态，是否从‘形’上

就要接近原作，也可以写得一样小呢？”

在逐渐将字写小的过程中，李明桓也开始

越来越关注古代的小楷作品，到本科四年级的

时候，他逐渐厘清了楷书发展过程中各家风格

的演进和学术脉络，体悟到了大小楷之间的关

联和突破口。“我发现，小楷基本是跟着大楷的

脉络在走，但又不完全重叠，这对我选取小楷

学习的对象很有用。”小楷，这条微茫而深远的

小径，开始变得清晰。

硕士三年，他又循着这种理解练了三年小

楷。而这种实践同时又与他的学术研究相互关

照。到了博士阶段，李明桓的选题是对唐代行

草书碑刻的研究，同样对他的小楷创作有很大

的补益。今年，李明桓编著的《历代小楷精粹》

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四卷，分别为

魏晋隋唐卷、宋元卷、明代卷、清-民国卷。所选

作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历代著名书家经典

作品，一部分为画家或其他文人书家所留存的

小楷精粹，基本出现在画作题跋中或手稿书札

中。这是李明桓研究历代小楷的集中成果。

而在创作的时候，李明桓则更多地从“我”

出发，“把所有的程式化的东西和紧张性的东西

全部排空”。他说：“我想通过这样的书写，让习

惯于快节奏生活的人们体味慢下来的感觉。”

笔下与生活 李明桓的起落微茫

人物名片

李明桓，毕业

于中国美术学院书

法系并留校任教，

书法学博士。首届

“国家艺术基金”创

作人才,浙江省首

批“ 新 峰 计 划 ”人

才 ，中 央 电 视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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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书法创作。中国

美术学院书法系教

师、西泠印社社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浙江省书法家

协会篆刻创作委员

会委员、浙江省沙

孟 海 研 究 委 员 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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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足画前 嫣然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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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莲华经观音菩萨普门品（局部）

山陬水湄最蕃艳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创作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