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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 新知 长期接触电脑的人要当心“屏幕脸”

先出名的是书法 画画虽早出名晚
在当今艺术界，梅墨生堪称全才，诗书画印

样样齐全，学问也好，修养也深。中国美术馆馆
长、著名艺评家范迪安先生曾如是评价他：墨生
君致力通融古今艺境，文、画、书三美能并。其
书画评论，缜思缕析，文采粲然，已有多种大著
刊布；书法创作更是积累经年，自成逸格，早为
同道颂称。

此次郑州展览虽为书画展，梅墨生表示作
品将以画作为主。梅墨生坦言，在书法创作、绘
画创作和书画评论中，这几年他一直以绘画创
作为重心。其实在他本人看来，书与画是不分
的，两者是互相受益，相得益彰的。只不过书法
先出名，评论先出名，大众就先入为主地认为他
是书法家、评论家了。

“我小时候就爱画画，画画似乎是我的天
性，上小学前我就开始临摹古典名著连环画上
的绘画。从事理论研究是很晚的事了，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我才开始关注艺术理论。”梅
墨生提起中国美术界美术现象、美术思潮都非
常活跃的那段时期，“八五新潮以后，我大量阅
读翻译过来的西方美术著作，还看了一些中国
当代的美术评论与形形色色的展览，当时最大
的一个感觉就是自己有一些话要说。大概在上
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发表了许多关于
书法方面的批评和评论，我写的《现代书法家批
评》里的很多人都是在世的书法家，发表连载后
影响很大，在书法理论界引起了关于我的一个
不小的话题。”

其实梅墨生对艺术理论是早有心迹的，“还
在上美校的时候，老师曾让我用钢笔把古代画
论用小楷抄了一遍，那时候我对古代画论就有
过熟悉和了解。”由此可见，成名实在是件水到
渠成的事儿。

1986年，梅墨生的书法获首届全国电视书
法大赛成年组一等奖，1988年中意杯国际龙年
电视书法篆刻大赛书法金奖，彼时，书法创作实
践和理论研究的同时开花，奠定了他在书坛的
地位。

“那时候我正在报社从事新闻工作，不能专
心搞艺术，只能业余时间写书法，画画虽然也在
临摹，却只有一点余力。1997年我在中国美术
馆办个人书画展时，京城书法界、国画界、油画
界、理论界的老中青年艺术家都来了，像靳尚
谊、朱乃正、启功、邵大箴、欧阳中石等，文学界
的作家也去了，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那天爆
满。就在我个人书画展的前后，由安徽美术出
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美术评论集，这样，人们
从所谓美术理论的角度关注到我，有人说梅墨
生首先是一个书法家，然后是一个理论家，但实
际我一直都在画画的，只是画画出名晚。从
1997年中国美术馆举办我的个展以后，有一些
评论家开始评论我的作品，刊物、杂志也都介绍
得多了一些，我的绘画开始被世人注意。”

世人皆以为他是书法家时，其实他已经开

始理论研究了，而如今，世人皆以其文、画、书三
美为全才时，梅墨生早已跳出了艺术的眼界，有
了更特别的志趣，那就是为弘扬中国的传统文
化做一些事情。

尽性至命打通艺术与文化的内在联系
梅墨生自幼继承了家中的一脉书香，少年

时代曾拜师习古典文学，还练过内家拳，后有缘
受宣道平艺术启蒙，得李可染先生谆谆教诲，广
交师友，自修文史哲学，研究书史画论，更独钟
情于中国古文化的博大精深，十分重视对传统
文化的深入研究和领悟。在当代，梅墨生最敬
仰和钦佩的大家当属饶宗颐先生。

“先生重视‘国本’，又能会通古今中外，虽
为学者，在艺术上却相当有造诣，他集学问与艺
术为一身，以其博洽周流、雅人深致的境界，成
为当代罕有的国学宗匠，尤其是他对古今中外
的文化的贯通，他的文化世界具有自信、自足、
圆融、和谐的特点。”

“我不把自己定位于书画家、评论家，我关
注文化和学术本身，我把研究重心放在传统文
化上。如果说30岁以前是广泛涉猎，30岁到40
岁是通过体会和实践努力寻找其内在联系的
话，那 40岁到 50岁的十年，是我打通这个内在
联系的阶段。理论与实践、书法与绘画、武道与
文道、艺术与文化、他们之间都是有非常紧密的
内在联系的，打通了，就能尽性至命，以一种完
全的真性情投入其中。”

从小一直习太极拳至今，梅墨生对属于先
秦儒学范畴的“性命”这一哲学名词有着更深的
体悟和感受。“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他认为艺术
家应该用自己的真性情去领悟自然之境。

“我所画之山水并非天地间真山真水，而是
我观察、领悟的一种思想或品质，写实成分已融
化脱尽，跃然纸上的乃是我意境之创造。贫瘠
的思想之地永远长不出伟大的艺术之果，真正
的艺术家应是关注社会人文发展的思想者，是
建设人类精神家园的耕耘者。艺术家的精神不
朽，在艺术本质的内在修养，如果没有内蕴深邃
的文化哲理，不能满怀自然和质朴，善良和纯
真，不重视画品人格的修炼，艺术境界就不会
高，艺术家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大师。”

这也许就是范迪安先生所评价的：“融化传
统诸家，用心于开拓自我情境，山水之象缘取诸
自然，其成运化于心，是谓画理不画景，造意不
造形。”

中国画先留住中国味
当代中国画坛的创作趋向呈现了空前的丰

富多样势态。但从另一面来说，这种多样也已
经模糊了中国画的边界，泛滥的“中国画”不知
何时已经被悄然地偷换为另一个概念“现代水
墨”。这种泛化的中国画已经彻底丧失了传统
中国画的表现特征与审美标准，呈现一种极端
的西化倾向。对此，梅墨生颇感忧虑，并提出质

疑：这种“西化”被冠以“新”或“现代”，究竟是中
国画的灾难还是福音？

梅墨生对西方文化有过两次的集中学习和
研究，除了上世纪 80年代的初接触，90年代中
期前后的一次研究开启了他对中西文化融合的
想法。“大量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方人著作和中国
古人的著作，想把中国的传统古典理论与西方
传统理论结合在一起，我要通过自己独立思考
得出一个结论，既不去迷信已有的理论，也不去
迷信权威。”

“近些年，有很多机会去西方诸多国家游历
参观，认识与体悟越来越深，尤其是去年 11月
份随艺术团前往欧洲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交
流。一个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西方艺术依赖于
浓郁的宗教文化和哲学科学背景，在真实和实
在的实体表现方面臻于极致。”

“不知旧物，则绝不能言新，要想在艺术领
域有所创新和建树，就应从研究传统文化入
手。中国画先留住中国味，然后再思考如何创
新。”梅墨生说，“艺术不是暂时的、功利的艺术，
没有高尚品格与情操的艺术家只会昙花一现！”

在中西艺术强烈地碰撞和商业大潮的冲击
下，在大工业文明的现实生活中，喧嚣紧张的生
存节律，使人们更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松弛和欢
愉。而中国山水画的典型境界便是心灵空间和
自然空间的对应融合，从而达到一种精神舒展
的意象世界。由此，梅墨生绘画，多以山水出
之，部分花鸟与人物。他喜欢时常走入深山幽
谷中去写生体验，面对山川水泽，可以倾听木英
飘落鸟儿啼鸣的天籁之音，一次又一次地探寻
从山水自然到精神愉悦的可能，等待神秘而清
晰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获取精神的慰藉和
情感的自足。

“欲问人生深几重？缥缥缈缈太湖横。十
年一会寒山寺，唯与青天白鸥盟。”即将完稿之
际，收到梅墨生先生《十年后再游苏州口占》。
好一个“唯与青天白鸥盟”，正是这样的践诺，才
得以让他在攒几个月工资才能买回一本画册的
捉襟见肘的日子里初衷不改！面对现实的喧
闹，自然永远是无言的，人们对物质的追求永无
止境，越来越都市化的人们，虽然也在呼喊着回
归自然，可又有几人能真正如梅墨生先生一样
体悟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
园心态呢？

“有人认为我所画的山水、花鸟，是否在逃离现实？这是一种误会，我生活在喧闹的、
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里，我画大自然本身就是对山水的礼赞，礼赞人与自然亲和的态度，人
不应该征服自然，要保护和爱护自然，与自然融于一体……”

5月29日下午3时~5时，喜欢书画艺术的读者可免费聆听著名书画家梅墨生讲座。
听讲座，品蛋糕，请读者提前半小时到达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郑州晚报大厦3楼会议室。

5月30日上午10时，梅墨生中原书画展将在郑州市城南路澄心堂艺术会所开幕，展
览持续到6月4日，您不妨前往品鉴一番。

心通作品意境，感悟自然世界，这不仅是梅先生对知音的描述，同样也是梅先生本人
创作的真实写照。5月26日下午，记者连线梅墨生，对即将做客晚报大讲堂“谈中国书画
的几个问题”的他进行了专访。 晚报记者 苏瑜

郑州二七纪念塔，是中国最年轻的
“国保”单位，明年即将迎来 40 岁生日。
近40年来，二七塔不仅承载了纪念那次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工人
运动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成为
郑州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物和精神
载体。

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地标，二七塔是
郑州人民释放激情的首选场所，许多重
要活动，郑州人民都选择让二七塔作见
证。二七塔于郑州的分量举足轻重，作
为媒体，宣扬她的诞生和成长及郑州人
民与她的情怀，恐怕是纪念她建成40周
年的最好礼物。

《郑州晚报·郑州故事》栏目从开创
之初，就一直坚持以描摹城市细节和特
色为宗旨，举办过数次征文活动，从而网
罗了一批热衷于“郑州故事”的专家、学
者和读者。明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
90周年，二七纪念塔作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一次重要的工人运动纪念地，也
具有相当意义。所以，本报周刊中心与
郑州二七纪念馆联合发起征文，诚征当
年建塔的领导、工程技术人员、施工单
位，二七烈士的后代、铁路工人、塔的工
作者与守护者及有经历的市民讲述与二
七纪念塔的故事。

征文时间：2010年6月至12月
字数要求：千字左右
投稿方式：zzcceqg@163.com（请

注明征文字样）
咨询电话：66959799 67655660

“辉煌 40年——我与二七
纪念塔的故事”征文启动

请你讲述与二
七塔的故事

梅墨生简历
梅墨生，号觉

予、觉公。1960年
6月生于河北迁安
市。现为中国国家
画院理论研究部副
主任、艺委会委员、
国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 本周六下午做客晚报大讲堂 本周日上午举办书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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