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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几是一位从事中国画、书法艺术创作和近现代艺术研究与评论的“三栖”型艺术家、学者。
本书是他对现当代书画艺术家评论的又一本选集。
全书共分三编，上编为现当代书画家批评；中编为书画评论；下编为近年有关书画问题、思考。
该书观点鲜明、议论平实、有理有据、不乏独见个识，有相当的可讯性和学术价值。
我们出版这本评论集，旨在为当前的艺术批评提供一家之言，亟希读者喜欢空，批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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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墨生，曾署抱道，又号觉予，36岁后名觉公，额所居为方圆化蝶堂，1960年7月生于河北。
高中毕业后曾入河北轻工业学校美术专业学习，又先后修业于中央美院国画系及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硕
士研究生班兼事书法、绘画创作与艺术史论研究。
曾受邀讲学于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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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宾虹先生是书法中的“拳法”大师，其“拳技”举手投足一任“尤法而法”的白然化，小雕饰
小门仆人美深致，在现代书坛独领风骚，既使衡诸古人也可出一头地。
虽然在艺术的形式上，黄宾虹书法不矜奇，在观念上不奢谈创新，但在实际的书艺造诣方面，先生无
疑是臻至了一种很高的境界。
作品的“高品位”，来自于先生的毕生修养与勤奋创造，来自于先生的见识与才能，来自于先生的崇
尚与追求“内美”——“自然美”。
　　黄宾虹说：“今古不磨之理论，无非合乎自然美而已。
”“江山本如画，内美静中参。
”他在致朱砚英函中称：“画法全是书法，古称枯藤坠石之妙，在于笔尖有力，刚而能柔为最上品。
”这些主张，几乎在先生的艺术中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就。
　　就书法言，黄先生书在各体上无不重视用笔的合道与合度。
所谓“合度”，是指其书不作硬性的牵扯与摆布，就笔势言也是按字的点画的自然形态顺势而出，随
长就短、随方就圆，极少见人工的“布算”与做作，不鼓努、不逆取势、不藏头扩尾，许多点划犹如
大自然中的斑斓生物一样，自然蓬勃而生长，争让有致，不见修饰——自然而然地存在着；然而这种
“合度”的自然主义存在，正是人所难能的，也就是严合道”的境界。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
在艺术实践中，由自然化而人工化，再由人工化而自然化，这种自然化已经有了“烂漫”的人工修剪
，从本质上一变为人化的自然，是更高级的自然状态——“道”的状态。
可以说，传统型的所有书家几无例外地向往着这种“大美不雕”的境界。
遗憾地址诌：多作者在实践小总要做出种种“表现”，要人工的美，因而难以臻至这种化境，层次终
难升华。
黄宾虹对寸：这种“大美”境界的追求不但目觉、而且执着，不但真实，而且自然，闪而先生书法的
笔势能于“无为”中见有为。
传统文化观念的儒道释合一，是总体观，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作家那里倾向性自是不
同。
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的延续与承接，黄宾虹无疑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圣手，他的确在艺术创作中进入了一
种“返虚合道”的阶境，他是一位体验了老庄境界的艺中“道”者。
　　黄宾虹书法的早期，大致未能摆脱清末民初的碑学观念，对于碑版金石的用功成为早年学书的初
阶；后来，他从颜真卿的《争座位帖》中深刻领会了行草书意，以此为中点，再向上下两方探究帖学
的真谛。
但是“自然美”的召唤终于使他在三代古文字的意趣上找到了自我的艺术感受：自然、古朴、冲淡、
柔中含刚。
为此，先生书艺进入晚年后日渐醇雅古朴、平和简净，不能不说这是他心仪三代古文字的结果。
颜平原行稿书的朴茂雄浑、倪云林行楷书的清劲和雅，有三代古文气息的粘合下，独成一面貌，使其
点画成为古来也不多见的“如屋漏痕”、“如绵裹铁”的高古之美。
　　黄先生法的“淡化”点画(线条)，其结果不仅没有减弱审美视觉的感受效果，却增添了一种“强
化”处理所难以取得的审美补偿。
李北海、黄山谷、杨维桢、王铎、傅山、金农、吴昌硕等前代书家都是“强化”处理点画(线条)的，
所书重“实”处，墨气浓郁，是阳刚属性的表现主义；杨凝式、米南宫、董其昌、八大山人、李叔同
等少数书家是“淡化”处理点画(线条)的，所书重“虚”处，白气冲和，是阴柔属性的自然主义。
黄宾虹兼有两式，却倾向后者，所书大章法朴茂密丽(一如其画)，而局部处理虚淡清和，黄书的“书
”是“还其本来”——字的本身结构美，点线的原始自然状态。
作为一个造型艺术的大家，他不可能不诸熟于“造型”之理，但在书法中，他绝不追求结字、用笔的
“新理异态”，不像一些时书那样“矜毫使气”、“狂禅呵骂”，而是自然而然地“书”我的意趣、
我的气质、我的神韵——实际上是外示“我”的自然美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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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灵运诗风”，优美、清刚，阴柔、洒脱、自然而质朴，是高华古艳而不是浓艳绮丽。
给予赏者的审美余地，是空灵，是模糊，是丰富。
因此想到：艺术内涵的浅挥，绝不在于手段表现上的繁简多寡，有时万语千言而不着头脑，看时只吐
一语而直搔痒处。
黄宾虹书法的美学价值与现实意义或也在此。
　　　　曾经在自作诗中写出“微生之所尚，书诗是所贪”句子的吴玉如先生，“并不喜欢别人称他
为书法家，每听此言，他都无可奈何地苦笑一下。
”这种“苦笑一下”的含义，对他人还是对吴先生自己都是意蕴颇深的。
作为一位精于考据、训诂、音韵和诗词之学的学者，我们未能看到他有多少重要的一家之言传世，我
们有幸的是欣赏到他许多书法遗迹留传下来。
也许在这里把先生作为书法家来讨论，有违他的初衷，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批评只着眼他的“存
在”和艺术水准、影响，而不太关心他的个人想法。
就像有些人愿意把自己列入书家的行列，而我们的视角并不关心他的动机，只以艺术的批评标准为取
舍一样。
　　吴玉如并非不重视书法。
在书法理想的追求上，先生是热诚而自信的——“纵无同心者，独往意弥酣”(吴诗句)。
他确实积一生之功达了“写到天然境自融”的自如之境。
也就是说，在艺术品格的自我建立艺术风格的自我完善中，书法家吴玉如实践了自己的审美主张，现
代书法史上真正进入“晋唐”门奥的大家。
如果需要证据，本文愿意拿他书于75岁时的《迂叟自书诗稿》为例，略作分析。
这件随意抄录自作诗稿的行书作品，由于“写到天然”，所以首尾墨色枯润以及字体大小、行间疏密
并不一致，这类似于古人的“无意于工”，但正是这种“无意”和“天然”，使通幅册页的表现，呈
现出率真、轻松、自如的美感。
个性的笔调——笔致得到了无拘束状态下的发挥。
这种书法态，应该就是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心理学上的潜意识的状态。
艺术的表达过程，实际上中国古代文论中所提出的“妙在自然”、“不期而然”，在西方的艺术心理
分析中便是指“理智上的迷惑状态”。
弗洛伊德甚至认为：“当艺术作品想要达到它的最大效果时，这种理智上的迷惑状态实是必要的条件
。
”王羲之书《兰亭序》时，是流觞的酒力与人生的感怀使他进入这种不自觉的状态；颜真卿书《祭侄
稿》时，，是侄儿的遇难的悲愤与对敌军的慨恨使他达于这种不知为书的情状；苏东坡书《寒食诗》
时，理性——自觉，在渐渐的挥写过程中，自然地联想到切身的际遇，便越来越进入一种“忘怀楷则
”的心理迷惑中，感性——不自觉状态占了上风，以至书意前后相悬，但又一气贯通。
对于人类的本质属性而言，虽然进入“迷惑状态”的引发源不同，但其心理状态的体验应该是相通的
。
在这里，古人今人、中人洋人都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只不过由于文化气质和背景上的差异，张旭，怀素可能要有意识地借酒找到这种“感觉”，而颜真卿
、苏东坡可能不必借助于酒罢了。
这即是西人所谓的“情境逻辑”。
吴玉如先生作此册页时的具体情状没有文字记载可稽，事实上，对于艺术的鉴赏与批评我们主要注重
的应该是艺术作品本身：从洒脱的笔势、尖而圆浑的笔法上，从明显胎息于晋唐人的字型结构上都已
经在自我——此时此刻的吴玉如“书意”控制之下，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了。
在这里，儒家“动则合矩”的理法的东西，明显让位于道家“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的艺术观，情兴
意趣的表达成为作者的主要思维兴奋点。
这便是“书法”的“书”“写”的主体实现。
“流美者人”，对于书法家来说，一切功底、技巧、思想、理念，此时都已经退位于“书”的“意致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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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意”是连接书家审美情感和书法形式的中介物，舍此　　则一切表现上的理想都会落于空无。
许多书法作品之所以不能够感动于人，并不是书家缺少　　情感与功力、技巧等等，而是最缺少这种
书法的本体魅力“书”的“意致”使然。
换句话说，一位书家的成熟与否，重要的不仅在于别的条件是否具备，而主要在于这种书法要素即书
意的是否独到和强烈。
也可以把书意看作性与功、个人审美表达与共同审美体验的转换物，依笔者看来，这个东西便是书法
艺术最本质的所在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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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1992年，我撰写的《现代书法家批评》系列文章，先是在《书法报》上连载，因故中辍
，后又在《中国书画报》上连载，也未刊完，便不了了之。
1993年，山西一家出版社正式将此系列文章结集出版，但差讹之多，令人不忍卒读。
几年来，我收到了不少读者朋友的来信，索购此书，我亦无余书，而此书发行得不好，市面上极少见
到，实无能相助。
　　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不弃敝作涓埃，愿为重新出版，令我心慰，感荷不已。
因集中又收入了我近年所写的一些绘画等其它评论文章，不限于书法内容，故改以今名出版。
书中上编部分，系原系列文章的全部，又增写了吴昌硕、沈曾植、李苦禅三篇。
原书有王玉池、郎绍君两位先生赐序，这次改版，内容已有不小扩充，尊出版社意见，改用新的序文
。
原来郎绍君先生序中曾提到拙著“所择选的名单还有遗漏与可商性(如李瑞清、曾熙、吴昌硕均应列入
近百年书家内，还有张宗祥、溥儒、容庚、易大厂、童大年等，都曾名著一时，值得研究)。
”郎先生所言颇是。
但我考虑到李瑞清与曾熙基本上未对20世纪的书法发生广泛的影响，尽管他们在19、20世纪之交的上
海名望极大，实在说来，他们的书法成就也并不比弟子胡小石、张大干高。
而吴昌硕则不同，他对本世纪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几乎是晚清其它书画家无可比拟的。
此外还有沈曾植。
因此，此次特补写二家，既是本书内容的必需，也算是对郎先生意见的回应。
张、溥的书法，是文入学者书，虽名声不小，但水准不太高，便是放在本世纪的学者书法里，似也不
够上选。
容、易、童的书法，大体为文字、金石家书法，中以容庚先生金文书法为优，但总体而言，三家成就
不在于此。
在本世纪前半个世纪，像萧蜕庵、赵熙、康有为、梁启超、马一浮、郑孝胥、马叙伦等人书法，是颇
值得关注研究的，他们不仅是各界硕望，也确实书诣高深。
还有毛泽东、鲁迅、茅盾、沈从文等人的书法，也都各具千秋。
画家中的丰子恺、吕凤子、　　徐悲鸿、李苦禅、傅抱石等人书法亦各有独诣。
但是，限于种种原因未能一一增写，只是补写了李苦禅一篇。
此次出版，订正了一些文字讹误，也对个别地方做了修改，略有增删。
尽管笔者有些观点上的变化，但基本保持原文风貌。
中编部分所选文章，基本上是近年有关现当代书画家的评论文选，因1 998年我曾有《精神的逍遥——
梅墨生美术论评集》(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所以，本书所选限于前书未收入者。
下编所选，是近年有关书画问题、现象的思考性文章，虽非以一家一人为对象，但所及仍在现代书画
创作范围之中，故择情收入。
此外，我尚有《当代艺术中的水墨》、《当代美术批评议》等长文，限于篇幅或这些文章已分别收入
其它书刊，故未选人本集。
　　回想起来，我从关注到参与现代书画评论，已届十年。
收入本集、写于1987年的《读个箱印集》一文，算是我批评文章的处女作。
而我写的第二篇评论性文章便是《天惊地怪见落笔——试论潘天寿的书法艺术》，刊在1988年由王澄
、周俊杰先生主编的《书法博览》上。
当年的激动心情，不必言表。
1989年，我携所写《当前书法创作最缺少些什么》一文赴西安参与第二届青年书学会，是为正式走出
家门参与书法学术活动之始。
十年时光，竟觉一瞬。
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有关书画评论的文章，但实在而言，自知全是“丑媳妇”，丑媳妇怕见公婆，但又
不得不见公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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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文之际实无“画眉深浅人时无”的考虑，有的只是我对书画艺术的那份真诚热爱，因此，多年来
“从事批评”的甘苦，也就只有如人饮水的体验和一种坦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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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努力与机遇使梅墨生生成了90年代崛起于美术批评领域的翘楚，他在书画实践方面的造诣与潜力
同样不容忽视。
正因为这点，他的书画批评文章显露了不多见的艺术敏感和准确的直觉把握力。
本书就是他的书画批评特色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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