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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热点

笔者喜爱书法，所以对大街上广告牌、宣传栏以及报纸广告、电

视字幕的字体很关注。最近一两年，有一种极为丑陋、毫无书法韵

味的“江湖字体”充斥各种大众传播媒介，让人看后如鲠在喉，不吐

不快。

所谓“江湖字”，通常指的是没有书法传统功底者书写的与书法

不沾边的字。这种字一旦进入电脑字库成“体”，就是“江湖字体”。

上述那种被广泛使用的“江湖字体”，据说是一名不懂书法的年轻人

率性所写。因为其缺乏书写基本功，加上为追求所谓的“个性”，写

出的字从规范字角度看，几乎每个字结体都不规范；从书法艺术角

度看，更是处处败笔，笔画分叉、毛糙，气息焦躁，没有丝毫美感。这

种字不仅与书法无关，还极为恶俗。然而，这种丑字竟然大行其道，

且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字体，的确值得深思。

自从发明电脑汉字输入，电脑汉字字库使用的都是极为严谨规

范的字体，即报纸、书本上常见的楷体、宋体、魏体、黑体字等。后

来，为了使电脑字库的字体更加丰富、更加艺术化，便将著名书法家

舒同、刘炳森、任政等人的手写字体输入了字库。这些书法家的字

雅俗共赏，已成了电脑字库中常用字体，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然

而，电脑字库中常用的这几种手写字体用久了，自然会产生审美疲

劳，于是，一些使用者便寻找新鲜的、新奇的字体。字体开发商看到

这一商机，不断开发字库新字体，有的是美术字的变体，有的是历代

书法家的集字，有的是当今书法名家的手写体。应该说，新字体开

发越多，越能满足人们对字体的个性化需求；更多高水平的古今书

法家字体进入电脑字库，可让人们欣赏到各种风格的汉字书法之

美，是值得提倡的好事。然而，一些水平低下，甚至堪称“垃圾”的

“江湖字体”也鱼目混珠进入了字库，却是不应该的，这就应当警惕。

整齐美观的方块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宝贵的文化遗

产，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的脸面，也为世世代代、世界各地的

中华儿女引以为豪。汉字字体一旦进入电脑字库，传播极广，影响

极大。丑陋的“江湖字体”进入电脑字库，无疑将损害汉字在世界人

们心目中的形象，更会对社会带来一种审美误导，尤其会让青少年

对辨别汉字美丑混淆标准、感到迷惑，贻害一代甚至是几代人。因

此，我们不能让这种电脑“江湖字体”继续泛滥。

不让电脑“江湖字体”泛滥，首先要把好“入库”关。书法家或书

法爱好者，要心存敬畏，要自知之明，水平不够则不要将自己的手写

字体进入电脑字库。字体开发商更要有敬畏心、责任感，不能一味

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制作、采用低成本劣质字体。有关管理部门要

规范和加强管理，切实增强字体进入字库这一过程的严肃性，凡是

拟进电脑字库的字体，应由权威文字研究专家、高水平书法家以及

有关学术专家从严把关，严格实行准入制。

不让电脑“江湖字体”泛滥，也应建立“清库”机制。有关管理部

门对上述此类已经进入字库的低劣不规范“江湖字体”，要协调相关

利益关系，最终使其“出库”，并对今后不按规范程序开发字库的相

关公司、责任人进行必要的惩戒。

不让电脑“江湖字体”泛滥，还应当把好终端使用关。我们的广

告设计人员、媒体编辑，要切实提高书法美学修养，提高对书法美丑

的辨识能力，做到在使用电脑选择字体时自觉排斥“江湖字体”，使

其失去市场。同时，中小学校要深入做好“书法进课堂”工作，使孩

子们从小接受书法美学基础教育，不断提高艺术审美能力，做到“端

端正正写中国字，堂堂正正做中国人”，使不规范的、丑陋的“江湖字

体”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不让电脑“江
湖字体”泛滥

□ 钟兴旺

经过精心筹备，“家园雨露——傅抱石南昌朋友圈翰

墨遗存研究展”于 11 月 20 日在南昌市红谷滩水城艺术村

泰德美术馆开展。

本次展览以傅抱石在南昌时期的朋友圈为视角，向全

省古字画藏家及相关机构征集了30余件傅抱石南昌时期的

师长、好友等的书画作品，作者主要有国学大师王易、黄侃、

汪辟疆，书画家熊腾、陈治、宋育德、黄少牧、彭醇士、胡献

雅、柳子谷、梁书，以及民国政界人士等。展览还得到了新

余傅抱石纪念馆的支持，该馆提供了几件馆藏的傅抱石早

年作品高清复制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还特地

征集了 4位作者的 5篇研究傅抱石南昌时期朋友圈的文章，

收录在此次展览的作品集里，为此次展览增添了浓厚的学

术色彩，这也是南昌学人研究傅抱石南昌时期活动的一个

小结，为下一步深入发掘傅抱石与南昌的关系、傅抱石在南

昌的学术活动研究等相关课题提供了基础。

省美协副主席、南昌大学美术系教授罗坚说：“这个

展览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很精彩。我对傅抱石的画一直

非常感兴趣，他的画吸收了一些西画的东西，特别讲究肌

理和材料，突破了一些笔墨的程式化布局。这次展览的

脉络使我们加深认识了傅抱石的成长环境。一个艺术

家，特别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艺术家，从他的出生地、年

龄、阅历以及他遇到了什么人、帮助了他什么，这是在书

本上无法见到的，在这个研究上会为后人提供很好的参

考。一个人的成才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作用，从这个方

面来看，此次展览的意义很大。”

曾经担任傅抱石研究中心主任的江西师大美院教授

范坚说，他曾陪同傅抱石女儿傅益瑶在南昌参观考察，她

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知道现在傅抱石名气很大，但

大部分人只关心其作品的价格拍了多少亿，很少人谈及

他的艺术、谈起他的人生境遇，不了解他。傅益瑶非常希

望江西人先做这件事。如今，这个展览实际上回应了傅

抱石家人的期待和愿望。

传记作家、《傅抱石传》作者胡志亮从新余市来到南

昌观看展览后，对此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以这样一个

展览来研究傅抱石，视角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从这个视

角继续深挖下去，还可以使傅抱石在南昌这一段的生活

和工作轨迹更加清晰，有利于我们认识一个更加完整、更

加丰富的“傅抱石”。

此外，江苏南京博物院万新华研究员、傅抱石纪念馆

馆长黄戈教授等国内傅抱石研究专家也分别

对此展给予了肯定，认为这是以前国内研究傅

抱石从未涉及的一个视角，让人耳目一新。

本次展览由南昌市文联主办，南昌市美术

家协会承办，泰德美术馆、新余傅抱石纪念馆、

上饶美术馆、乐亭轩、豫章过眼等单位或机构

协办，展期 1 个月。

（图片均为展览作品，记者钟兴旺摄）

独特视角研究傅抱石
——“傅抱石南昌朋友圈翰墨遗存研究展”在南昌举行

□ 本报记者 陈米欧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由南

昌市委宣传部、南昌市文广新旅局主办的

“工在江右 情系中华——全国工笔画名家

邀请展暨江西省工笔画名家邀请展”，11 月

18日至 28日在南昌美术馆举行。

此次展览共展出作品 181件，其中中国

工笔画学会推荐作品 36 件，我省工笔画学

会推荐作品 53 件，其他省市工笔画学会推

荐作品 92件。“这次全国和地方层面以及我

省画家的作品一起展示，互相学习交流，这

在我省工笔画界还是第一次。”省工笔画学

会会长、南昌画院名誉院长游新民说。中

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深圳关山月美术馆

馆长陈湘波认为，中国工笔画具有很大的

包容性，能把写实、写意、抽象绘画融合进

来。此次展览，国内工笔画界代表画家均

有作品参展，10 个省的工笔画名家也参与

进来，可以说是在建党百年背景下工笔画

界的一件大事。

综观本次参展的作品，虽然大多是小

幅制作，却以小见大，没有拘谨束缚之感。

更重要的是，艺术家们大多不再满足于对

传统绘画技巧的简单接受和对已往熟知艺

术形式的纯粹模仿，而是努力从生活中汲

取营养，从自然中寻找灵感，不断追求当代

工笔画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此次

画展，作品内容丰富，技法精美，从不同角

度诠释了当代工笔画家对弘扬传统文化和

时代精神、推进绘画艺术发展的努力和追

求，如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陈孟昕的作品

《退休扳道工》、湖北省工笔画学会会长李

乃蔚的《农事蛙声里》以及郭华卫的《云深

不知处》等，都体现出了这种创作方向和艺

术探索。

中国工笔画的历史悠久，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瑰宝，蕴含着东方的审美特质和文

化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中国工笔

画家对生活精细入微的观察与毫发毕现的绘

画技法，丰富多彩的形式语言，成为“致广大

而尽精微”境界的最佳诠释。当代的工笔画

作品，力求呈现工笔画创作的历史传承和新

一代工笔画创作者的探索与创新，再造文本

新意，促成传统文脉与时代气象的有机结

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省文联主

席叶青说：“通过此次画展，我们既能看到全

国工笔画发展所达到的高度，也能看到江西

工笔画发展的丰厚基础，同时在技法上有着

丰富呈现，既有传统工笔画主题，又有当代生

活的主题，让当代工笔画呈现出时代特点。”

纸上展厅纸上展厅

全省报纸副刊优秀专栏

彩笔描绘新时代彩笔描绘新时代
——全国工笔画名家作品邀请展在南昌举行

□ 本报记者 毛江凡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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