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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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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一名陈姓青年书家举办书法展览，几

位前来捧场的知名书法家对其作品大加赞赏，称其

“技法超越了古人”“是当代能与古人比肩的极少数

几个人之一”。此言甫出，引起书法界议论纷纷。

笔者无意评价陈某书法水平如何，也不妄加揣

测被邀请来的嘉宾对陈某书法的赞誉是否有拔高的

成分，只是想就“今人书法能否超越古人”这个话题

谈点看法。

在书法界的“超越古人”之说，近些年颇有些流

行，有数人在不同场合说过类似的话，因而这次如此

评价陈某并非个例。对他们的言论，书法界持反对

意见的人多，认为今人的毛笔书法很难达到古人的

水平，主要原因是，古人视书法为一门实用的、必须

掌握的文化传承艺术，也是科考的必备技能，从小练

习，毕生不辍。尤其是历代知名书法家，更是综合素

养高、审美水平高，因而书法格调高。而现在所谓的

书法家，大多为“写字匠”，对书法的理解往往浮于表

面，更多的是注重外在的形式和视觉效果，欠缺精神

内涵。

笔者认同今人书法难超古人的观点。当然，这

些“超越古人”之说也是有前提的，指的是技法。那

我们就先从技法谈起。

古人书法技法丰富多变，比如对笔法的形容有

“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点如高峰坠石，横如千里阵

云，竖如万岁枯藤，戈钩如百钧弩发”，对笔画的要求

是“锥画沙、屋漏痕”“绞转”“使转”等。这些技法，从

历代经典之作中可见古人运用得出神入化。现在一

些以书法为职业的书家，整天潜心研究书法技法，所

花费的时间不一定比非书法职业的古人少，加上有

的还有名师指点，对古人的各种技法都可能熟练掌

握。就拿一些展览的获奖作品来说，各种技法的确

达到了纯熟的程度，单从表面技法上看，作品似乎无

可挑剔，但深究起来可以发现，“做作”“经营”的成分

过多，有的一味讲求疏密、枯润、粗细的对比关系，却

忽视了书写内容，作品风格与内容不协调；有的因过

度卖弄技法，看似龙飞凤舞，却满纸火气、躁气，因而

格调低俗。就前面说到的这位陈姓书家展出的一些

作品，许多观众就认为有一种躁气。再说，今人再娴

熟的技法，有哪种技法不是古人所创造和使用过

的？因此，仅凭技法娴熟这一点就认为“超越”古人，

是没有说服力的。

前些年某些书法大展的展厅，几乎成了炫技的

竞技场。技法的熟练程度，成为衡量一件作品优劣

的主要因素，甚至内容谬误百出的作品也充斥其

中。所幸中国书协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近

几年的评审中增加了内容审读关，将内容有错别字

的作品拒之门外。这虽然是评审机制的一大进步，

但炫技成为入展作品主流的现象估计一时还难以

改变。

单纯炫技的书法作品格调不高。如何提高作品

格调？这就自然要谈到第二个方面——修养。

古人有“文谓雕龙、书谓雕虫”之说，看重的是道

德文章，书法只是雕虫小技。“若无文以载书，其道不

可持耳”，说的是一个人如果无经世好文章、好学问

支撑，书法写得再好又有何用？

应该看到，今天也有不少书家重视综合修养，把

一些国学经典列为必修课。然而，学习的效果如

何？姑且不要求他们能像古人那样吟诗作对信口而

来，就看展厅中展出的作品，有几幅内容是作者自撰

的？有的内容虽然是自撰，但古体诗联格律不合，内

容肤浅，也是贻笑大方。难怪有国展评委告诫说，写

不好诗文的，还是老老实实抄古人的吧。

“腹有诗书气自华。”书法同样讲究字外功夫。

技法达到一定程度后，比的是综合修养。满腹经纶、

气质优雅的书家，自然下笔气度不凡，作品格调超

逸。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养的汲取、在国学的

修养方面，现在的书家若要与古人“比肩”，的确还要

补不少课。

当然，如果硬要说“超越”古人 、能与古人“比

肩”，也是有一种可能，那就引出第三个要谈的问题

——看你跟什么层次的古人比。

被载入中国书法史册的历代一流水平书法家王

羲之、颜真卿、苏轼等，他们的《兰亭序》《祭侄文稿》

《寒食帖》等被历史公认为经典名作，其书写技法是

情感的流露，信手写来，不可复制。这些经典作品，

不管是技法还是格调，都是中国书法审美的标准，对

我们后人而言，是用来学习的，只能无限接近，而不

是用来超越的。而如果说超越历史上的末流书法

家，则是完全可以。在各地的古字画拍卖场上，笔者

曾见过许多清代、民国时期小名头的书法作品，水平

很一般，现在很多人都比他们写得好。那些自认为

“超越”和“比肩”古人的人，他们“PK”的对象定然不

会满足于古代这些末流书法家，而是历史上有名的

书法家。如果他们胜出古代书法名家，也仅有一种

可能，那就是以自己的强项书体比古人的弱项书体，

譬如与米芾比汉简、与郑簠比行书。反之，如果你与

米芾比行书、与郑簠比隶书，评判标准都在米、郑，何

来“超越”“比肩”之说？

诚然，任何艺术都提倡创新和发展，“笔墨当

随时代”。就书法而言，每个时代都有其鲜明的特

征，如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各有所长，

很难说后面哪个时代的书法水平超越了前代。有

人说，今人尚形，书法讲究外在的形式感。当代展

厅中五颜六色拼接、富有装饰性的作品形式，的确

符合当代人的审美。尤其是动辄两米多高大尺幅

作品，这是宋代以前古人想都不敢想的。倘若跟

宋人比创作巨幅作品，想必现在很多书家都可能

胜出，因为宋代以前书法家少有写过这么大作品

的（大 中 堂 作 品 ，学 界 一 般 认 为 是 从 明 代 开 始）。

如果说当代书法要与时俱进、要有所创新，更多的

应 该 是 体 现 在 书 写 内 容 、作 品 的 外 在 形 式 等 方

面。技法等书法本体上所谓“超越”古人的创新，

难度很大。

真正有志于书法艺术的书家，最好还是不要想

着急于“超越”和“比肩”古人，而是当沉下心来，把学

问做得更扎实一些，把书法的格调提升得高一些。

真正厉害的高手不是靠嘴吹，而是靠作品、靠学养说

话。在传播手段多元的时代，有本事的人终究是埋

没不了的。至于你是否“超越”了古人，评判权还是

交给我们的后人吧。

漆画艺术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引人瞩目的汉代海昏侯墓就出土了大

量工艺精湛、图案华美的漆器。进入新世纪，江西漆

画艺术风生水起，漆画艺术人才辈出，龚国平就是其

中的代表。

龚国平，1978 年出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漆

画艺术传承人，现任教于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广

告艺术设计专业，其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全省各类专

业性展览。其中，他的大尺幅漆画作品《墙外的风

景》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

他持守东方美学与大漆之美，不断拓展漆画艺术性

和思想性，追求开阔的视野、创新的思维、多元的风

格，注重当代表达与意境重构，力求丰富漆画表达的

深度和广度，逐渐形成了其漆画艺术鲜明的个性。

滕王阁主楼三楼主展厅里，有四幅以四季命名

的漆画作品，其中一幅名为《徐亭春月》，以浓厚绚烂

的色彩描绘了南昌古城的绮丽风光，作者正是龚国

平和他的老师支林等。

1999 年，龚国平考入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师从江

西漆画名家支林教授，系统学习漆画艺术。刚上大

一的他第一次接触大漆就过敏，手肿得跟馒头一样，

白天画画，晚上打吊针。身边不少同学毕业后都选

择改行，而他一干就是 20 多年。他说：“现在对大漆

过敏的程度相对轻微了，但我对大漆的热爱有增无

减，从没想过放弃。每天，只要一走进画室，就什么

烦恼都没有了。”

凭借对漆画艺术的执着以及所取得的成绩，龚

国平很快得到了业界认可。2005 年，他的漆画作品

《零的突破》入选第六届中国体育美术作品展览。此

后，还受邀绘制南昌佑民寺藏经楼大型天顶壁画《释

迦牟尼》。

2013 年，是龚国平大学毕业后的第 10 年。正所

谓十年磨一剑。这一年，他的作品《林未静》获得了

江西省第八届漆画展银奖。他坦言，这次展览给了

他很大信心，之后创作了《林系列》作品。其中，作品

《你在那》入选中国当代漆画艺术展。《林系列》画面

运用线条造型和纯净色彩的结合，画面宁静空旷，辽

阔悠远，注重意境表达而不拘泥于传统技法。

“最朴素的东西是最值得记录的。”《林系列》的

创作素材是龚国平老家的树林。树林跟村庄之间

只隔着一条不到 3 米宽的路。“路的一边是子孙，另

一边是埋葬在地下的祖先，他们和谐地共处在一片

土地上。”对于龚国平而言，树林背后那些看不见的

牛栏、坟墓、庙宇等日渐消亡之物，一直是自己的眷

恋之所。

不管身处何地，故乡和故乡的人始终在龚国平

的内心深处，从作品《林系列》到《墙外的风景》都能

看到。2019 年创作的《墙外的风景》，画面中 3 个少年

趴坐在围墙上，好奇地眺望着远方。“我想借这件作

品，呼吁社会关注、关爱留守儿童。”龚国平认为，艺

术创作要将人文精神变成对社会的关切。给社会大

众带来有温度的、美好的东西是艺术家的责任所在。

常有人说艺术家要纯，“纯可生真，真则生善，善

可达美”，这些都在龚国平的漆画作品与生活中得以

体现。

2020年，龚国平的漆画作品《凝》，获得江西省当代

工艺美术双年展银奖。一次陕西博物馆之旅，触发了他

对中国俑文化的探索与思考。“把它取名为《凝》，象征着

时刻有个人凝视着自己，提醒自己坚守初心，不忘来

路。”作品画面采用洒漆粉为主要技法兼镶嵌技法，整个

画面古朴、沉稳，文化气息浓厚。龚国平说：“这个作品

想表达的是回望千年、文脉不断的中华文化自信，漆文

化与俑文化结合，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除了创作以外，龚国平还喜欢听古典音乐、看文

化类节目。他向传统文化寻求创作灵感，“每当遇到创

作瓶颈时，我就去看书、听古琴，让自己静下来，慢慢寻

找最佳表现形式”。

龚国平在学校教漆画。“无论做什么，关键在于

用心去做，做的过程中必须要坚持，再苦再难也不可

放弃。”这是龚国平与学生的共勉之语。

（配图均为龚国平漆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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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 《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 释文：才饮长沙

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

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

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朱景发书

《墙外的风景》（160㎝x100㎝）

《凝》（直径110㎝）

传承东方美学 描绘大漆之美
——龚国平漆画艺术欣赏

□ 郭 钦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毛江凡 实习生 陈紫烟

《牧歌》

（110㎝x35㎝）

特 别策划别策划

今年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纪念
日。本版特别刊登一组由我省书法家创作的、以毛泽东
同志诗词为内容的书法作品，以表深切缅怀之情。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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