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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視劇《天下糧倉》的片頭題字為
代表，都本基的書法作品有一種氣吞山
河、驚心動魄的力量。

書法之外，都本基在詩、畫、篆刻等
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泰山的「碧霞祠」
三字為乾隆皇帝的手書，但其大殿卻沒
有對聯，都本基為其創作並題寫：「碧
天澤眾生春夏秋冬風調雨順，霞光普社
稷 東 南 西 北 國 泰 民 安 」， 巧 妙 地 將

「碧」、「霞」兩字作引首，成就絕妙佳
對。對仗完美，立意高遠，觀者無不驚
嘆。都本基的繪畫深得先師精髓，不拘
泥於筆墨周旋，反而賦予所畫對象蓬勃
的生命力，筆下之奔馬、山水、花鳥，
皆鮮活靈動，栩栩如生。

師古不泥古

都本基的字被人稱為「都氏霸體」
字，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聲譽。他的繪
畫藝術明明高於書法，但為何書法的影
響力這麼大？他認為與自己形成的風格
不無關係，「我的字不用落款，無論走
到哪裡，都是都本基的。」

他八歲時在父親的指導下學畫油畫，
十幾歲開始練習書法，他說：「沒有走
傳統道路從歐柳顏趙學起，我入門就學
蘇東坡。」學習蘇體是因為少年都本基
喜歡文學，氣勢磅礡的「大江東去，浪
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俘獲了他的心。

「從喜歡他的文章到喜歡他的字」，都本
基「想做個像蘇東坡一樣豪放的男人」。

廣泛吸收蘇軾、黃庭堅等書法大家的
精髓，練習魏碑也讓都本基的書法技藝
不斷昇華。以魏碑為骨，蘇黃為魂，拋
棄了千百年沿襲的「中鋒用筆」束縛
後，都本基大膽用側鋒橫掃，掃出了一
片全新的天地。中國傳統的「中鋒用筆」
講究「心正手正，手正筆正，筆正字
正」，千百年來無人逾越，但都本基偏要
突破禁區：「我是學畫畫的，感覺那種
寫法簡直是摧殘人的意志。」畫到激情
時，都本基經常畫筆一掃，根鋒中鋒側
鋒全都使用，畫面酣暢淋漓，非常瀟
灑。在研習書法數十載後， 都本基將這
一繪畫用筆方法融進書法中。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曾為都本基題字
──「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都本
基的「天字系列」就堪稱是創新中的典
範。傳統中鋒用筆的「天」字，四平八
穩，循規蹈矩，而都本基用大量側鋒橫
掃後的「天」，則「霸氣」磅礡，豪放奔

騰，幾欲破紙而出。
陽剛之美、壯美、雄渾、寬厚，這是

很多接觸過都本基書法的人共同的感
受。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副總導演
陳維亞曾這樣說：「他的書法是一種舞
蹈，一種情感的湧動，一種極富張力的
湧動，一種可以征服千萬人的藝術魅
力。」

都本基的「天下和諧」曾隨神舟飛船
遨遊天空，也曾作為國禮贈送給多國政
要。「天下糧倉」、「山楂樹之戀」等題

字隨影視劇紅遍大江南北。

繼續徐悲鴻精神

採訪時，都本基幾次提到他的壓力很
大，責任很重。

「發揚悲鴻精神，獻身中國藝術」，這
是徐悲鴻夫人廖靜文對他寄予的期望，
更說「悲鴻沒走過的路你要走下去」。

都本基認為，先師徐悲鴻傳給他的寶
貴財富是愛國的情懷和積極奮發向上的
精神。抗日戰爭時期，徐悲鴻用手中的
畫筆謳民族抗戰之悲壯，所畫之馬，或
鞭打不動、雷打不倒，或風馳電掣，昂
首奮蹄，把中華民族的不屈與抗爭，志
氣與靈魂表現得淋漓盡致。

都本基的繪畫秉承了先師的精神，所
畫之奔馬、山水、花鳥、牡丹，皆蓬勃
向上，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擰㠥勁長」。

徐悲鴻的愛國情懷深深感染㠥他，曾
為2008年北京奧運書寫的204張引導牌手
稿，山西商人出價幾千萬人民幣購買，
已經達成協議了，就在這時，國家有關
檔案部門提出要收藏這批原稿。面對千
萬誘惑，都本基沒有動搖，毅然把這批
原稿奉獻給國家。

在每一次重大歷史事件面前，如奧運
會、世博會、神舟飛船升空等活動都可
以看見他的身影，他用他的作品一次次
記錄了國家前進的步伐，也讓世人銘記
他那一份沉甸甸的愛國情懷。

「我怎麼做都超不過悲鴻先生，但不
做就更對不起他，也對不起這個國家和
這塊土地。」高度的責任自覺，讓都本
基未敢有一絲懈怠。

藝術家應有擔當

廖靜文這樣評價都本基畫的馬：「和
悲鴻的像又不像，悲鴻的馬瘦一些。」
像在於神，而不像是馬的外在。徐悲鴻
畫馬時，中華民族積貧積弱，溫飽問題
都還沒有解決，比起都本基所畫的盛世
之馬，自然清瘦得多。祖孫兩輩畫馬，
反映的是兩個時代。

「藝術當隨時代，中華民族崛起了，
我要用手中的筆把她寫出來、畫出來。」
都本基從沒停止對時事的關注與思考，
一直捕捉時代的發展。

書法、繪畫、詩歌、篆刻，他以各種
藝術形式傳遞㠥正能量。著名學者蘇叔
陽說，他的作品洋溢㠥時代之氣，是這
個時代的正氣。

當下，人們往往用金錢來衡量藝術家
的價值，關心藝術家的作品價值幾何，
可是都本基把金錢看得很淡，名和利對
他並無多大吸引力，他熱心的反而是公
益與慈善活動──「汶川地震募捐會」、

「舟曲泥石流募捐會」、「紀念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民革建黨六十
周年」、「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等，
他都積極參與，並將作品拍賣所得的錢
毫無保留地捐給需要幫助的人。他認為
這是藝術家的良知，「如果連這個都缺
乏，還學藝術做甚麼，就是為了掙錢，
做商人豈不賺得更快！」

他還說：「藝術呈現給人們的是美，
傳達的是美好的情愫。」但了解他的人
都知道，他呈現給人的不僅是藝術之
美，還有人格的清香。

傳播中國文化

2012年4月，美國尼克松博物館迎來建
館後的第一位中國藝術家。都本基的

「天下和諧」世界書畫巡展來到這裡。展
覽在當地引起很大的轟動，美國主流媒
體包括ABC、NBC等都到場報道。當地
政要和藝術界名人出席活動，並現場模
擬練習中國書法。洛杉磯郵政總局為是
次活動發行了首日封。這是該局第二次
為華人發行首日封。

這是都本基繼在法國和新加坡成功舉
辦個人書畫展後又一次走出國門。因為
走出去，讓更多人了解中國文化是他近
年來的目標。

在2012年倫敦奧運期間，他的書畫被
放在中國奧委會倫敦官方接待中心「中
國之家」裡，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客人
朋友來與他的作品進行對話。在大英圖
書館、李約瑟研究所、愛丁堡孔子學
院，都本基同樣受到熱烈的歡迎。人們
稱他為「民間外交家」。今年，他還要到
東南亞去，希望通過民間交流增加了
解、減少對立，在文化藝術中找到共同
點。

他說：「中國的文化藝術走向世界，
雖然路還很遠，但大家都這麼做，就指
日可待了。」

現實浮躁，難得靜心。若得清閑一
刻，坐下來細細品味都本基的藝術精
品，從中一定能感受到不一樣的穿透力
與獨有的品質，也只有在這時，我們才
理解他的思考已經到達怎樣的人生境
界。

書畫大師都本基
巨人肩上的文化傳承者

2012年4月，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決定，邀請中國書法家都本基書寫「奧林匹克宣言」。這本中文宣言是奧林匹克的永久文化產品，將和奧運火

炬一樣，在世界各國永久傳遞。奧林匹克宣言的主旨是「讓人類和平與更美好」，伴隨這一美好願景，中國文化走向了更廣闊的世界舞台。

讓都本基和他的書法藝術「名滿天下」的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他為204個國家和地區代表團書寫了引導牌，舞動的線條、寬厚的筆力、豐富

的內涵，全世界四十億雙眼睛都看見中國書法獨特的魅力。

低調樸實的都本基是國畫大師徐悲鴻先生的再傳弟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不出成績對不起恩師。」壓力和責任，讓他從未有一絲鬆懈。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娟　攝：君立

藝術活動大事記
2002年　為電視劇《天下糧倉》題寫片頭，飲譽全

國。

2003年　國畫《愛心輝國魂》牡丹圖被天安門城樓

收藏。67米帛絹長卷《抗擊非典紀事萬言

書》成為史記，收藏於首都博物館。

2004年　64米書法長卷《中國贏》被國家博物館收

藏。丈二匹牡丹圖《紫氣東來》、丈二匹書

法《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被人民大會堂

收藏。

2005年　書法作品《泰山頌》被法國國家博物館收

藏。在巴黎舉辦的個人書畫展十分成功，

七幅作品被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永久收藏，

並懸掛在大使官邸。國畫《三駿圖》被當

作國禮贈送給法國前總統希拉克。

2006年　書法作品《耕風沐雲》、《沐日浴月》，分

別被美國前總統布什及克林頓收藏。

2007年　創作賀歲生肖豬，中國郵票博物館將其與

徐悲鴻生肖作品集結成冊，發行限量版珍

貴郵票，並為奧運題寫《天下奧運》，為香

港回歸十周年題寫《愛祖國．愛香港》。

2008年　為北京奧運204個國家和地區書寫引導牌。

2009年　書法作品《天下和諧》被作為國禮贈與美

國前總統戈爾。應中央政府駐澳辦邀請，

繪製巨幅國畫《牡丹圖》、題寫《天下歸心》

書法作品慶祝澳門回歸十周年。

2010年　應邀訪問新加坡，書法作品《天下和諧》

被作為國禮贈與新加坡總統納丹。為上海

世博會書寫的349個場館館名被上海世博局

永久收藏。被中國殘聯聘為「上海世博會

生命陽關館愛心大使」。應邀參加在西班牙

巴塞羅那舉辦的聯合國官員大會書畫展，

並展出作品《精氣神》。

2012年　應國際奧組委邀請，全文書寫《奧林匹克

宣言》。

■都本基於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

中，為204個國家和地區書寫國名引導

牌。

■徐悲鴻大師的再傳弟子，集詩、書、畫、印於一身的藝術家都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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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都本基在美國揮毫潑墨。

■都本基創作的國畫《四合院春》。

■徐悲鴻夫人廖靜文為都本基題字。

■國學泰斗季羨林先生十分欣賞都本基的詩文，曾

為他題字「師古不泥古，求新更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