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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文化

本报记者 林梢青 通讯员 薛晶

一个汉字，用书法来表现，究竟能变幻出多少种写法？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包括书法家。

中国美院教授白砥，决定来找一找答案。

昨天，白砥《弘济》系列书法作品展在上海斯觉艺术馆开幕。40 件作品，

每件四尺整纸，表现各不相同，但主题都是两个字——弘济。

两个汉字，能变幻出多少种书法
中国美院教授白砥的这个书法展，用40件作品寻找答案

梵高自画像件件皆不同
书写汉字能不能变

“弘济”二字，来自唐太宗《圣教序》中的“况乎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济万

品，典御十方”，意为：广为救助、宽宏大度。

展览前，在白砥工作室，我们提前见到了这 40 件作品，墙上、桌上、地上，

都是“弘济”二字，为大字书，旁边有小字旁白。

但每一件，各具姿态，全然不同。

白砥说：“梵高有一系列的自画像，每件都不同，却都能让人感受到他的风

格，这是真正的艺术创作。对于东方的艺术而言，这很难，比如书法创作，要学

很多，才可以‘用’得出来，否则，你的创作是没有根基的。”

这段话，包含了白砥对创作的两层理解：第一，什么是真正的创作；第二，

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创作？

正如这次展览中的每一件“弘济”，都来自于自己的艺术沉淀，最终都指向

他的自我面貌。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侯开嘉在看了本次展览部分作品后，形容“弘济”

二字就像白砥手中的“七巧板”，随意摆放，奇趣横生。观者能看到书家创作上

举重若轻，背后暗藏艰难的创作历程。

这个上午，白砥刚刚写罢三件“弘济”，纸上的墨汁还未凝结，“要每天写，

不断尝试，要真正长期投入到创作状态中；要有创作意识，学习、积累⋯⋯有了

自己的风格,也不能停止思考，要不断出新东西。学得越多，思考得越深入，创

造性才可能大。”

在他的书桌背后，是一个堆满了废纸团的房间，这些被白砥淘汰的书写，

最终没能呈现为作品，但毫无疑问，又都是他作品的一部分生命。

临古与创作
就像存款与支出

精心设计每一次书写，讲求每一件作品的设计与布局，是白砥的创作习惯。

他曾经这样说：“形式是文化的浓缩与提炼。当我们将一篇字或一个字中

的点画只是简单放置而不及其互相之间的关系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书写，是

没有文化价值与意义的书写。我们说‘简’、‘刚柔相济’、‘虚实相生’、‘大巧若

拙’等形式概念时，其实正是中国传统中最具文化的表达，同时也是最具形式

意识的表现。”

所以，师友们常常能在朋友圈里看到，他对书法的思考。

“汉字规范与书法创作之间的关系是微妙而复杂的。它们如同祖宗与后

代，互为牵连，但不完全相同。子孙可以顺着前辈的路走，也可以另辟蹊径。

譬如说，隶变是子孙对篆字前辈的突破，草书则又是对隶书的突破。所以，固

守与突破，虽总是一对矛盾，但不是没有转化的可能。相反，从文字发展和艺

术发展的角度看，没有突破便很可能走向死亡。应该说，我们的汉字是幸运

的，因为我们的祖先们不断地开拓，以使汉字至今生生不息。”

由此，我们再来回溯他上一次的挑战。

2010 年的《意与古会——白砥临古书法展》，展出了他 200 余件临古作

品，从商代甲骨文到清末吴昌硕，几乎涵盖了中国书法史上所有的字体和流

派，但绝不完全是古板的临摹，有些与古帖极其相似，有些则取了原作的神韵，

又显示出鲜明的白砥风格。

那次展览中，白砥的老师章祖安先生说，当年沙孟海先生说过，临摹古人

是“存款”，创作则是“支出”，临摹是为以后的创作做充分的准备。

白砥说，在几十年书法生涯中，他深刻地体会到“临摹”，正是书法的华山

绝径。

本次展览将于1月21日落幕，此后将来杭巡展。

更多精彩的书法作品，请关注“浙江 24 小时”APP“ART 一

点”栏目。

更多精彩的书法作品，请关注“浙江 24 小时”APP“ART 一

点”栏目。

对比两张草书作品，写

法上有所区别。线条是

金文、甲骨文的感觉。

这件用金文书就，实际上

靠近甲骨文，还有草书的

意味。譬如说，“济”字的三

点水拉长，“弘”和“济”，一

在右一在左，布局反其道

为之。

这张作品显得平和，仔

细看内里却暗涛汹涌。

小篆的线条一般较平，把

“弘”的左下侧缩小，加大右上

角留白，以形成巨大反差。

这是从篆书过渡到隶书

的写法。空间上有反差

性，包括字与字的比例、

衔接，点画间的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