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泉内敛，儒雅，喜静，淡然。然
而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作为一位颇
有品格的书法家，乐泉即便刻意保持
低调，但其书道艺术之精湛造诣，人品
谦和之口碑是“隐不住”的。

坐落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
路 1号的河南美术馆，是河南省唯一
的省级美术馆。明日下午 3时，《溪山
雨后——乐泉水墨·书道》艺术巡回展
将在这里开幕。与早年相比，在此次
展览的 100 余件书画作品中，乐泉已
不再过多地关注笔法与线条的描摹，
而更多地看重自我心境的表达。可以
说现如今的乐泉书法，很多时候让作
为欣赏者的我们难以分辨究竟是在看
其人还是在看其字，因为那每一笔每

一画中都饱含着这位艺术大家挥笔泼
墨间的宁静与淡然。

虽然他生活在繁华、喧闹的南京，
但外界的繁盛、喧嚣却很少会影响到
他，尤其当他潜心于艺术时，周边便是

“空无”一片。《随园诗话》所言：“诗者，
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
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
耳。”说的就是像他这样的一种状态。

乐泉的书法创作，从开笔到落印，
你看不到剑拔弩张，看不到霸气十足
的做派，也看不到时下颇为通行的油
头粉面、招摇过市，有的只是老僧入
定、闲云野鹤式的徐缓舒柔，有的只是
清风过庭、东方既白的从容疏朗，更有
的是山泉弄琴、篁月夜斟的悠长乐韵，

倒是同他作的许多意境高远的诗词相
合。乐泉称自己这种心境为“布衣心
境”，习惯了这种心境下的挥洒，觉得
很容易就进入旁若无人之境。

许多人把书法当成身家性命，乐
泉未必是如此，兴味来时，画上几笔，
一如品茶，吃酒，从容方便。书法与他
的生活是合拍的，是融合了的，所以在
举手投足间就会表现出一种情态，或
许这就是乐泉的高度。顺便提一下的
是，乐泉的画，一如书法，是高手，或许
也是因为他的画的才情，才让他对于
书法的理解有这样的高度。书画同源
不仅是技术，更多的是精神性的，是审
美，是境界，而这一切构成的是一个立
体的，全面的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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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乐泉并不是一个不善言
语的人，尽管多数时候他言语并不多，但
遇到知己或是趣味相投者，会毫不犹豫
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当然，更多的时候，
他是一种沉默状态。

沉默的乐泉，精神中不会有偏执。
平和、沉静是他的本性。他与周边的人
最大的不同，是他对世界更少物质的追
求，而我们周际的世界是一个扇动欲望、
纵容挥霍的世界，所以那些少欲或无欲
的人，一不小心便成了“异类”。

“有些人闹腾了几十年，名也有了，
利也有了，或许地位也高了，市场也折腾
大了，可谓风光得很。然而，一旦将其作
品与古人的作品放在一起，便什么都没
有了。”乐泉不愿意这样，他知道，一个人
的过程，在历史上只是匆匆一瞬间；一个
人的能量微不足道。人生如此短暂，能
够做成的事极其有限。所以伟大不属于

我们，我们只能平凡。但平凡到不平凡，
便是进步。乐泉一直在默默进步着，他
是一个凭借内心深处精神动力就可自由
畅行世间的人。

乐泉是，但乐泉身边的人不一定是，
看着那些不如父亲的书家红红火火，又
是别墅又是好车，而父亲却生活得如此
清苦，不理解的女儿难免也会抱怨，可他
依然如故。

“我这一辈子，写写画画便是生活中
的一点乐趣。画画的事，最为寻常不过，
几乎人人可为。然因各人兴趣不同，有
人做了，坚持下来了，便成为所谓的画
家。有人也做了，但不得道，并不成。其
实，成败又如何呢！”

“仔细想来，倒是觉得，在中国，写
字、画画、作诗，与品茶、吃酒一样，是国
人千百年来难以割舍的一种情结。读
书、赏画、游山观水，情寄世间万物万事，

滋养心性，关照灵觉，画画便可以是水到
渠成的事，至于法度、技巧，稍加着意便
可。”正是因为如此，多年来，乐泉几乎从
没参加过任何活动，对于别人的不实评
价他也从不介意。

中国艺术的高妙或许正是在技法背
后的文化，而文化不等同于知识，也不是
你会写几句诗，会作个对联，会写几篇不
痛不痒的文章，就是文化，文化其实是一
种思考方式，一种生活状态、生活态度与
生活方式，它是浸淫其中的，它是浸入于
人的内体，而会不自觉地显现出来。在
中国艺术中，一个艺术家要解决的文化
问题是人自身的问题，如何立身做人，而
个人的审美观对于这种审美的认识与理
解是在立身做人之后的自然选择，一个
艺术家的艺术观其实就是他人生观与世
界观的一种自然折射，这个在中国艺术
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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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泉是一个安静的人。他从容自
在的生活在南京，很少出门，很少应
酬，独立地思考着他的书法问题、绘画
问题，同时也从某个角度上思考着人
生的问题，而很少在所谓的书法界走
动。其实，他是在一种宁静的状态中
思考书法，从容自在不受任何外界的
干扰和影响，研习着他的书画，从这个
角度来审视乐泉的艺术，你也就可以
理解到他的笔下那种宁静、干练的线
条了。他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精
神状态是静穆的，是沉郁的，为什么会
是这样，这就是他的书法值得人们思
考的原因所在，其实这来自于生活状
态，也是心性状态。

乐泉素有“画坛大隐，书界卧龙”之
称。他有才情，却甚少张扬。这位貌似

“大器晚成”的艺术家，其实早在 1979
年就在第一届全国书法大赛上崭露头
角，1987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第一次

个人艺术展览之后，他便埋头苦练，一
隐多年。

我好奇于他的心为何能如此自
在。他说，在生活中渐渐获知的道理，
有时会令我们感到震惊，同时也会因为
过去的幼稚与无知而惭愧。但是，人都
不是先知先觉的，往往都需要一段渐悟
的过程。从无知到有知，从无识到有
识，自然规律并没有停止我们前行的脚
步。生活的积累，逐渐使我们成熟起
来。我们一方面积累生活，一方面随时
准备丢掉“包袱”，空出思想的“仓库”，
以便获取更新的认识。

18岁到 28岁，一个年轻人最美的
韶华时光，乐泉是在乡下度过的，回城
后的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不适应的，无论
是在学校当教师，还是在出版社做编
辑，俗世中的问题和矛盾他也一样难以
回避，也许正是这种种的不相应，助推
着他的艺术之路。

弗洛依德曾说过，每个人都有一种
内心的能量（利比多），当此种能量积蓄
到一定时候，便要释放出来；而一旦这种
释放受到阻碍，内心便会压抑，从而产生
精神疾病。他以此观点来解释艺术产生
的原因——艺术家是一些走在精神病边
缘的人，幸亏他们有着形式与精神的创
造，凭借这种创造，他们可以转化或释放
内心的压力。正是这种释放，一方面避
免了更多精神病人的产生，一方面催化
了艺术创造的发生。

所以，在乐泉这儿，没有过不去的
坎儿，所有的坎坷，都被他升华成毫下的
笔画。当我试着让他回顾一些影响他的
事件时，他甚至无从谈起。心似白云常
自在，意如流水任东西。正是这样极富
禅意的诗境，唤醒了乐泉内心深处本然
的觉知。本然，便是生命深处的一种复
苏，一种自我救赎的方便法门，一种圆
融，一种生命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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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泉与郑州还是颇有渊源的。50
多年前，在郑州就读大学的叔叔回到家
中，恰巧看到乐泉在写毛笔字，叔叔说
他写得不行，饶有兴致地给他写了些字
来示范。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也许从
那个时候，乐泉便注定“毫”无选择了。

小学四年级，学校的一次书法比赛
中，乐泉得了奖。校长拿着他的字，凝

神片刻，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将来是
要成书法家的。9岁的乐泉听从了校
长的教导，开始临帖。

乐泉一生从未拜师，但其书法曾受
到许多前辈的影响。他从临习颜、欧、
二王等帖开始，后转研碑学。“那时候，
有空的时候我总是设法从朋友或是其
他人手中借来用油纸双钩下来，自己装

订成册，然后临习。”
就是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乐泉与

书法结下了此生的不解之缘。而那句
“你将来是要成书法家”的预言，则是乐
泉繁重体力劳动后仍坚持挥毫的动力
来源。“书法家”三个字对乐泉和大众而
言，内涵是不同的，乐泉动心的是艺术
之伟大，大众关注的是成家之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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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出生的乐泉已是花甲，
然而花白的发丝，非但没让他显出
老态，反而因为那明亮的眼神和南
方水土滋润而成的白肤，更衬托出
儒雅的艺术气质。在如流水般缓
缓的交谈中，他既不像许多老人似
的絮絮不断，也并不冷落你，只是
仿佛总是等待着什么，或是思考着
什么，你能感觉到他内心有一种力
量在不断地涌动，但你看他脸上依
旧是荣辱不惊。

2010 年 3 月在北京今日美术
馆开始的这一次巡回展览，是乐泉
老师第二次举办的个人作品展，然
而此次展览距1987年在上海美术
馆举办的第一次展览已经有二十
几年了。23年间，乐泉的头发从黑
色到几乎全白，然而对于书法，对
于艺术的追求，他说他却如孩童般
似的，现在好像才是刚刚开始。

晚报记者 苏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