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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众芳文存·宫殿·摩崖石刻与永恒：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研究文汇》
收入作者论范曾先生的文章四十余篇，内容包括范曾诗书画研究，为范曾诗书画所作题跋汇编，记范
曾与蒋兆和、陈省身、季羡林等诸先贤交友文章，范曾长文注疏，范曾访谈录，旨在从不同的侧面展
示范曾先生的人格魅力与大师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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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盈午，原名迎武，山东乳山人。
1956年生于济南。
徐州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诗学研究所所长。
性狷洁，慕仁义，好虚静，重实学。
先后出版学术专著十余种，主要有：《苏曼殊新论》《南社人物吟评》《柳亚子诗歌新探》《蕙莸劫
——中国近代士阶层研究》《编辑卮言》《情僧梦露——苏曼殊画传》《范曾画传》《中华根与本》
《评注》《邵盈午序跋集》《吟赏》《清华四大导师》等十余种作品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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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潢剑客天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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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开幕式结束后，嘉宾和南昌各界群众一起，参观了《八大山人书画秘藏展》和范曾的《尊贤画展
》。
此次共展出故宫博物院、八大山人纪念馆等单位收藏的八大山人真迹80幅，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八大
山人作品展览。
范曾为表达自己对八大山人的崇敬之情，精心挑选出临八大作品20幅、自创作品20幅，举办了这次《
尊贤画展》。
（目前，画展中的作品，已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
）　　这无疑是两位大师在艺术高峰上的旷代邂逅，对于江西文化界人士乃至广大艺术爱好者来说，
能够躬临其盛，亲睹奇琛，亦堪称千载难逢的一大幸事。
　　是日下午3时，纪念八大山人诞辰380周年系列活动之“名家纵论八大山人”学术论坛在南昌红谷
滩会展中心举行。
杨振宁、范曾、李存葆、王文章等应邀出席。
整个论坛活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先生主持，并作精彩发言。
他再次肯定了这次活动的重要意义，并积极建议将活动的影响继续扩大。
　　范曾以《八大山人论》为题，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他对八大山人艺术的理解和评价。
因前面已作专论，兹不赘及。
　　接下来是杨振宁先生的演讲，别开生面，精彩纷呈。
他从科学之美谈到他对艺术之美的理解，以一个科学家的独到视角，阐释了对美的理解。
他认为，科学的美首先在于“现象之美”，我们接触自然万物，首先就会被鬼斧神工的物理现象所震
撼，这种美来自现象本身；而科学家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追问，发现其中的奥秘，则科学家所发现的自
然规律性的认识具有一种“理论之美”；最后，杨先生将“美”的至高概念赋予“天地大美”，认为
宇宙所具有的结构之美，是令人无法表述的“大美”。
这不仅使我们联想起范曾在他的《大美不言》中反复讴歌的“天地大美”，大师们虽畛域有别，术业
各异，但在对美的理解上竟达到了惊人的一致。
　　是日下午，红谷滩会展中心座无虚席，南昌艺术界人士、各界群众挤满了会议礼堂，大师们的精
彩议论令每一位与会者兴致盎然，大饫闻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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