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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热点

前不久，香港著名设计师韩秉华先生，寄来了一张自己创
作的《三牛图》明信片（图①），寓意是砥砺奋进、“牛”转新机。

韩秉华是香港著名设计师，长期从事设计、绘画、雕塑及公
共艺术创作，参与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和区徽的设计、修改
和定稿，还是香港回归祖国吉祥物——中华白海豚的设计者。
其作品遍及香港、新加坡等地，被称为“最优秀的华人设计师之
一”。他还是江西景德镇陶瓷大学客座教授，经常来此进行陶
瓷工艺的讲学、交流与创作。

韩秉华属牛且对生肖文化有着特别喜好，在20多年前便开
始平面生肖设计，2001年为上海设计的公共交通卡，其中有以
十二生肖为主题创作的纪念套卡，而立体生肖创作则在这十几
年间较多。

谈及对生肖文化的感受以及有关的创作，韩秉华认为，生
肖作为悠久的民俗文化图腾，早已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近些年，他以现代构图与丰
富的油画色彩概念创作的十二生肖文化，展现了牦牛、唐马、藏
獒、金丝猴等动物的不同性格，从而反映人的个性，在12幅油画
中对各生肖特征的内在与外表，均以概括、增添、夸张的造型手
法表现。此外，他还运用传统刺绣、陶瓷、石材、金属或琉璃等
材质进行了生肖题材的创作。

2019年春节期间，韩秉华、苏敏仪伉俪在布鲁塞尔中国文
化中心举办“中国年·天下春”主题展之“中国生肖文化”展览，
展出100余件生肖艺术作品，有油画、陶器、折纸、丝绸、丝巾、琉
璃等多种材质和形式。色彩的淡雅、现代构图的自由和造型的
灵巧，让传统、艺术与时尚在同一空间展现感性与理性的融合，
从另一个视角，向比利时及欧洲观众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子鼠、丑牛、寅虎……每一件生肖作品，或憨态可掬，或
俯仰成趣，或稚拙逗人，或绚丽时尚，充满了情趣，如一场艺术
盛宴。观众们在展品前驻足欣赏，并认真“研究”自己的生肖，
而韩秉华夫妇则在现场为观众做导览，宣传介绍中国传统的生
肖文化。

牛，勤劳善良，是力量和健康的象征。为迎接今年牛年的到
来，韩秉华在年前激情创作了几件新的牛题材作品。他用水墨
技法绘制的《奋进牛》（图②），在一张白宣纸上，以自己深厚的绘
画与书法功底，通过弧形弯曲线条，寥寥数笔，将一只砥砺前行的
奋进之牛，活灵活现地展示在尺幅之间，简约极致，夸张传神，生
动又富有情趣，被有关单位作为图案印制在贺卡封面上。

《三牛图》明信片图案，采用的是夸张变形的手法绘制。通
过金、银双色色块、线条的构成，简明扼要、别有韵味地营造出
公牛、母牛带着小牛一家子在温暖的太阳下，其乐融融的温馨
场面。

以《三牛图》平面素材为基础，韩秉华又进一步深化创作了
琉璃作品《“牛”转新机》（图③）。他以圆与方形的立体巧妙构成
三头牛。公牛健壮、头角微扬，力量充沛；作为坚实后盾，母牛与
小牛舐犊情深，一家和谐美满、吉祥幸福。韩秉华说，实物作品以
精湛的琉璃工艺烧制而成，呈现流光溢彩的艺术效果，在奋进新
时代的征程中，有共同迎接新挑战、奔向新辉煌的寓意。

韩秉华表示，生肖既是一个人的出生符号、铭记年岁的依
据，也是相伴人一生的吉祥物，被人们赋予许多美好的祝愿和
心灵的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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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艺术家韩秉华
与他的生肖牛画

□ 危春勇喜欢古字画的我省读者有了新的“打卡”地——明
清以降江西 65位名人的 70件字画真迹，4月 16日始在
省博物馆四楼展厅展出，展期至6月8日。这个名为“西
江流韵——江西明清以来书画特展”的展览，是省博物
馆新馆落成后的首个书画展，也是该馆以馆藏书画为基
础策划的第一个原创展览。展品大多为省博物馆馆藏
品，还从故宫博物院借展了 10 件重要展品，涵盖了费
宏、严嵩、夏言、八大山人、闵贞、阮元等明清名家作品。
展品跨越500余年历史，从明代中期到近现代江西文人
书画，其中不乏专业书画家作品，且绝大部分为首次对
外展出，很值得古字画爱好者品赏学习。

以往多见的展览，要么是书法展，要么是画展，将书
法和绘画合在一起展览，往往显得杂乱。而这次“西江
流韵——江西明清以来书画特展”却给人繁而不乱之
感，展品精选了从明代中期文人书法到近现代具有代表
性和影响力的名家书画作品，布展总体上是以年代先后
为序，即分为“明月入怀——江西明代书画缀英”“清风
徐来——江西清代书画选粹”“西风东渐——江西近现
代书画汇观”三个部分，但又并非纯粹地以时间为主展
轴，而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着重体现书画家之间的内
在联系，考虑了地域关系及地方画派（如西江派、东湖
派）、画种（山水、花鸟、指画等）、学术（乾嘉学派、金石
派）、家族传承及并称齐名（如西江四戴、南州三公、江右
两名士）、风格思潮（晚清遗老、学衡派、革新派）等各个
方面来阐述江西明代中期以来书画的风格特点与艺术
高度。整个展览的布局与叙事条理清晰，体现出策展者
专业的策展水平。

古代文人，往往擅长绘画或书法。此展所选取的作
者范围，以文人居多，也有八大山人、郭诩、吴宏、闵贞、
万上遴、罗牧、李瑞清、陈师曾、王云、傅抱石等职业书画
家；以江西籍为主，为体现书画家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兼
顾一些曾活动于江西的名宦、学者等，如乾嘉重臣、江西
巡抚阮元，在江西多地任知县的清代金石书画家赵之
谦，他们的书法开一代书风，在江西乃至全国均有重要
影响。

明清名家孤品、代表作品首次亮相，无疑是此展的

最大亮点。譬如，费宏、严嵩、夏言三人均为内阁首辅，是
明代“朝士半江西”的写照，他们均工书法，其中夏言尤以
诗文词曲著称于时，他们的信札真迹（图①），不仅让我们
近距离欣赏其墨宝，还可通过信札内容了解当时人们之
间的交往；集合了明初胡俨、周忱、杨士奇等众多阁臣的

《赠况钟复任苏州赠行倡和诗卷》，全长超过9米，观众可
一览其全貌，极为难得；八大山人弟子万个作品世所罕
见，此次展出了其代表作《松鹤图》。

能在中国书画史上留得住的书画家，必定有其独特
的艺术风格。八大山人等职业书画家的作品集中展示，
也是此展的一大亮点。

展出的八大山人朱耷的画作《杨柳浴禽图轴》《山水
图轴》，均为作者晚年成熟期作品，分别是水墨花鸟和山
水的精品之作。八大山人68岁时的草书作品《时惕乾称》
（图②），纸本，横 80厘米，纵 37厘米，落款“癸酉之冬日，
为得中年社兄书。八大山人”。“时惕乾称”，出自《周易》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周易注疏卷》“故乾乾
因时而惕，虽危无咎矣”。“时惕乾称”或可解释为时时警
惕，遇到危险而无惧。也可解释为珍惜时光，即成语“朝
乾夕惕”的出处。此作为八大山人典型风格，即中锋运
笔，笔画粗细一致，细劲圆润，柔中见刚，开一派书风，对
后世影响极大。

此外，明代中期画家郭诩，擅画人物，展出的《寿星
图》体现了其兼工带写的艺术特色；“金陵八家”之一的吴
宏与“扬州八怪”之一的闵贞分别画景、写人，景致笔墨雄
阔，人物奇纵超逸；江西分宜人、曾任清宫画院待诏的万
上遴，其《山水》八条屏（图③）蔚为壮观，构图讲究，笔法
精致，意境幽远；近现代美术教育家、江西修水籍陈师曾
的《花卉》立轴，以对角线构图，墨色淋漓，诗书画合璧，可
见作者深厚学养。

清代科举取士，对应试者的书法有颇高的要求，即书
法不好，根本无缘考中进士进入官场。此次展览的作品
作者，可谓清代江西籍状元、进士大荟萃。彭元瑞、李宗
瀚、鲁琪光、刘廷琛、李瑞清等人的书法水平之高，令今天
大多数所谓的职业书法家汗颜。他们的作品集中展示，
是本次展览的又一亮点。

李宗瀚，乾隆五十八年进士，江西临川人，寄籍广西
桂林，官至工部侍郎。其书法当时被称为“继张照、王澍
而三”，并受到曾国藩的极力推崇。这件行楷书中堂（图
④），字体冲淡平和，而内含清刚之气，平矜释躁，雅步雍
华。其章法疏朗，字字独立而气韵生动，自然让人想到唐
末五代时期杨凝式的《韭花帖》。

江西南丰人鲁琪光，同治七年戊辰科进士，任山东登
州、济南知府，文章道德，冠绝一时，尤擅书法。“乞书者积
纸盈屋，日挥数十幅”，竟然连朝鲜、日本人士都以得其零
缣片楮而为宝。这副对联“有农服畴务兹稼穑，惟士佩德
若彼蕙兰”（图⑤），因为是赠送给父辈年伯“厚斋”的，自
然是怀着恭敬之心的精心之作。其笔力遒劲，字型中宫
紧凑，笔画飞动潇洒，是其典型的行书书风。

乾隆年间的湖南巡抚杨锡绂，江西清江（现为樟树
市）人。其虽不以书法扬名，然其书法水平也不低。其墨
迹传世极少，除这幅展出的行楷中堂（图⑥）外，笔者还在
省内一藏家处见过其一幅楷书中堂。这两幅作品字法、

笔法相近，同出一人手笔无疑。
江西奉新人帅念祖，雍正元年进

士，官至陕西布政使。他是清代画家，
工山水、人物、走兽，尤擅长指画（以手
代笔，蘸墨作画）。展出的其一套《人物
图册》，人物形象生动，笔触精微细腻，
构图讲究，赋色清雅。其苔点和树干苍
浑沉厚，呈现指画效果。

指画开派人物是清代辽宁铁岭的高
其佩，其弟子众多，有“指头画派”之称，
在清代绘画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帅念祖
与高其佩同生活在雍乾年间。本次展览
之所以展出了高其佩一件指画作品，或
许是考虑其与帅念祖有同为擅长指画这
一关联。两人作品300多年后在南昌一
起展出，可谓一次跨越时空的聚首。

西江流韵
——江西明清以来书画特展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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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万上遴《山水》八条屏之一

图②
：
八
大
山
人
草
书

《
时
惕
乾
称
》

图⑥
：
杨
锡
绂
行
楷
中
堂

图①：夏言信札

图①：手绘明信片《三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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