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4 文匯副刊藝粹 ■責任編輯：賈選凝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4年6月10日（星期二）

巴黎是歐洲的藝術和文化之都，這裏
的自由氣氛讓各種思潮均能醞釀茁長；
而自20世紀伊始，這裏也是一代代中國
畫家磨礪畫藝的泉源。他們在銳意向西
方吸取知識和改革的大潮下，不惜遠渡
重洋，為的就是要尋找啟發。他們透過
到各大博物館觀摩以及追隨名師學習西
方繪畫技巧和理念，最終為中國畫壇掀

起翻天覆地的變革。
較早赴法的畫家有劉海粟、徐悲鴻、

林風眠、潘玉良等。這群年輕和充滿使
命感的畫家回到中國後，不單在引進美
術思潮、推動油畫發展和國畫改革上作
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又在國內興辦
美術學校，進一步培育新一代的畫家繼
承其赴法的志向，其中趙無極、朱德群

和吳冠中等人均蜚聲國際，為「創造時
代藝術」立下註腳。
是次展覽約展出100件作品，包括油

畫、國畫、速寫、版畫、雕塑等，展現
歐洲藝術風潮對20世紀中國畫壇的影響
和啟示。展品主要來自巴黎賽努奇博物
館、香港藝術館和幾所法國重要收藏單
位的藏品。

賽努奇博物館擁有法國首屈一指的重
要中國藝術收藏，而其中國繪畫藏品更
包括多位20世紀不同年代赴法畫家的作
品，他們在中西融合上各自有不同的實
踐和取態。

時間：6月20日至9月21日
地點：香港藝術館四樓中國書畫展覽廳

2014年5月23日晚，有「藝術界的奧斯卡」之稱的
AAC藝術中國年度影響力頒獎盛典在北京故宮慈寧宮隆
重舉行。鮑賢倫獲得評委的一致認同，獲得第八屆AAC
藝術中國年度書法藝術家大獎。
即使獲得如此殊榮，鮑賢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仍謙虛

的很。「我是運氣好，走了一條『入古』的『風格』之
路，比我更『入古』者有之，更『風格』者也有之，但
像我這樣兩者結合，走出一條路的人不多，所以才獲得
了評委的青睞。」「所謂入古，就是對古典書法資源的
解讀能力、把握能力、轉化能力。而最風格是指當代書
家主體意識和實踐體驗。」鮑賢倫說，「當代書法家既
不能僅僅是一位沒有深厚法度根基的率爾操觚者，也不
能僅僅是一位傳統書法技藝的撫弄者。書法到了今天，
應該具有時代特徵的生命形態。」
2014年6月12日至24日，「我襟懷古——鮑賢倫書法

展」將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這是鮑賢倫第一次晉京
書法個人展，112件精心謀劃創作的作品，構建起「志
於道」「敬於事」「遊於藝」三個主題板塊，全面展示
鮑賢倫幾十年來在書法領域的思考軌跡與探索成果，形
象勾勒出作者志趣、事業、審美的人生「三角架」。
「我襟懷古」展覽主題攝取晉人詩意，學界碩儒饒宗
頤先生為題展標，鮑賢倫先生援以寄託自己的書學旨
趣，用來昭示自己幾十年來書法追求路上對於「入古」
的窮原竟委，對於「風格」的矢志不渝。
「現代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自作聰明，以為把古代的東
西拿過來，就能借古喻今，但實際上古代最精華的東西
在幽深之處，需要沉下心來去學習、去發掘。『入古』
不僅僅是一種手段，它還是一種目的。」

「好學生」轉型「好書法」
與很多書畫家不愛學習，為逃避功課轉型寫字畫畫不

同，鮑賢倫從小就是一個好學生。「我是家中老大，下
面還有三個弟弟，因此父母對我的期望值特別高。我讀
書成績很好，掛上紅領巾就擔任了中隊長（班長），是
鄰居眼中學習的榜樣。」
文革時，鮑賢倫才三年級，就面臨着無書可讀的狀

況。不想虛度光陰，鮑賢倫就跟着愛好美術、同樣無事
可做的父親學習了畫畫。「如果不是因為文革，我會按
照預定軌道『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可以說，畫畫滿
足了我少年時的一種上進心。」
1972年，鮑賢倫中學畢業，被分配到上海重型機器廠

做工人，遇到了喜愛書法的李師傅。「他與我一個宿
舍，每次我睡覺醒來，總能看見高大的李師傅弓着背打
着赤膊寫大字的身影。」受李師傅影響，又遇到畫畫瓶
頸期的鮑賢倫，轉型學起了書法。
1974年，鮑賢倫與李師傅商量着要找一位名師，期待

能使自己的書法技巧更上一層樓。他們先找到了韓天衡
先生，韓先生謙虛地說自己書法不夠好，又給他們寫了
介紹信給徐伯清先生。
鮑賢倫與李師傅拿着韓天衡先生寫的介紹信，找到了
位於皋蘭路27號的徐伯清先生家的小洋房。「那是文革
年代，人與人之間都充滿着不信任。我印象最深的是，
徐伯母只開了半扇門，收走我們的介紹信，就又把門關

上了。」忐忑不安的又等了好久，鮑賢倫二人才被請進
屋子裡，見到了已經聲名遠播的徐伯清先生。
徐伯清先生對弟子的考核非常簡單，就是讓他們在兩
個星期內，按照他給的字帖，進行臨摹。「那是一個怎
樣的工作量呢？當時我每天寫六七個小時，寫了兩個星
期，習字裝滿了一個大網兜。」同行的李師傅適應不了
那麼高強度的練習，最終鮑賢倫憑着「好學生」的毅
力，完成了考核任務，被徐伯清先生收為入室弟子。

受教三位名師傳道授業解惑
徐伯清先生教學方法很特殊，他要求學生先學隸書，
橫平豎直，可以正手腳。然後再學草書，每筆相連，保
障筆式連貫。最後，才學楷書。「先生堅信一條：質量
是由數量來保證的。因此，他對練習數量的要求達到了
一種近乎苛求的程度。每天不寫五六個小時是完不成
的，完不成作業就不必再來了。」此外，徐伯清先生眼
力很好，什麼是「大雅之作」，什麼是「江湖之習」，
先生一看便知。「先生的家裡掛滿了董其昌、惲南田、
吳湖帆等人的真跡，讓我在起步之初就免受庸俗之害，
練就了很好的評判力。」
「每次我到徐先生家裡，他都會親自揮毫演示，讓我

帶回家臨摹。所以現在先生很多的學生家中，都有數十
件他的作品，價值也是不可估量。」鮑賢倫感慨道：
「先生教學生從不收錢物，我給他送點茶葉都被退了回
來，他還會倒過來送學生孩子禮物。這種師德的影響讓
我終身受益。」
1977年恢復高考，鮑賢倫考上貴州大學中文系，結識

了在貴州大學教寫作的姜澄清先生。「先生看我作文寫
的不錯，又喜歡寫字，就讓我常去他家聊天，最後還把
他家裡的鑰匙都交給了我。」姜澄清先生是一位書法史
家，對傳統藝術有着廣泛的了解和獨特的認識，80年代
初寫就的「書法是什麼性質的藝術」曾引發了全國性的
書法性質美學大討論。「大學四年，姜先生讓我逐步學
會了自主思考。從徐先生時的『被訓練』過渡到姜先生
時的『被啟發』對我而言是個很大的變化，也引發了我
對書法史論的興趣。」
在貴州求學的四年，鮑賢倫還通過同學的家長結識了

當時的貴州省書協名譽主席陳恆安先生。「陳先生滿腹
經綸，他一看我寫的字，就判定我是江浙人，還跟我講
了他與張大千先生、徐悲鴻先生交往的故事。」「在讀
書期間，陳先生在他的寓所裡一次次地接待我，與我談
文史、書法、人生，到了飯點就留我在他家吃飯。最
後，當我要離開貴州時，陳恆安先生還即興寫了四首絕
句，為我送行。」鮑賢倫坦言，在這樣一位大師面前，
他常常覺得自己很渺小，但卻不會為這種渺小而自卑。
「在陳先生的鼓勵下，我第一次有了書法自信。」

用人生態度影響學生
鮑賢倫曾在紹興師專做了八年教師，對現今的師生關
係，他有很多遺憾。「在我們讀書時，老師都住在學校
裡，好學的、優秀的學生常常可以去老師家，談作品、
談理想，但現在這種關係都被浮躁的社會消解掉了。」
如今，在很多的院校裡，一名研究生三年也見不着幾

回導師，不是被忽略，就是被當做免費勞動力為老師做
項目。「事實上，好的老師對學生的影響是全面的，他
的世界觀、人生態度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
「雖然我沒做到像我的老師那樣，無私地為學生奉

獻，但我一直以他們為榜樣，盡可能認認真真地、平等
地對待我的學生。」面對學生，鮑賢倫除了關心他們的
書法創作，還跟他們談自己的人生故事和經驗，培養他
們獨立思考的能力。
「學生首先是一個人，有主體性的人。」鮑賢倫坦
言，「我不希望他們簡單地重複我的道路，他們要有自
己的想法，成就自己的夢想。」

「書法是我工作的副業」
即使在百度百科中，鮑賢倫的職業被註明為「書法

家」，但他仍向記者強調，自己的主業仍是浙江省文物
局的局長。在暢聊的兩個小時裡，採訪數度被電話、來
訪等打斷，鮑賢倫很抱歉地告訴記者，既然國家賦予了
他浙江省文物局局長的位置，他就要為保護文物盡職盡
力。
「浙江省的文化遺存在全國排名第五，我們的任務很
重也很艱難。」鮑賢倫坦言，很多人都羨慕他作為文物
局局長，可以四處遊覽，看看出土文物。「事實上，我
做的往往是最繁瑣、最累的工作。」
打擊盜墓、關停礦山、設立保衛處保護文物，是鮑賢
倫每天都在處理的事。「2011年，西湖申遺成功，同
年，富春山居圖到台北進行展示，背後都是我們文物局
工作人員大量的前期工作。」
鮑賢倫曾經說過，在繁瑣、規矩、單調的行政工作

中，「書法是自我救贖的工具」。「書法讓我可以在紙
上為所欲為，滿足我本該自由奔放的心靈，拯救我萎靡
困頓的想像力。」因此，只要在下班後，鮑賢倫都盡量
遠離工作，將全身心都投入到書法的創作中去。
「文物局局長的工作，並沒有讓我比別人看到更多的
東西，但卻讓我以一種更加敬畏之心，去面對我們的古
代文化和書法藝術。」鮑賢倫坦言，書法藝術這麼傳統
的藝術形式要在當代社會造成影響，需要以風格為載
體，將懷古作為一種可能。

藝訊

法國五月節目中法建交50周年節目

鮑賢倫鮑賢倫：：我襟懷古我襟懷古
鮑賢倫鮑賢倫，，祖籍浙江鄞縣祖籍浙江鄞縣，，19551955年年

出生於上海出生於上海，，曾任浙江省文化廳副曾任浙江省文化廳副

廳長廳長、、浙江省文物局局長浙江省文物局局長，，現任中現任中

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國書法家協會理事、、隸書委員會副隸書委員會副

主任主任、、浙江省書法家協會主席浙江省書法家協會主席。。鮑鮑

賢倫自幼喜愛書法繪畫賢倫自幼喜愛書法繪畫，，年輕時先年輕時先

後師從徐伯清後師從徐伯清、、姜澄清姜澄清、、陳恆安諸陳恆安諸

先生先生，，系統研習傳統書法和書史書系統研習傳統書法和書史書

論論，，於戰國漢魏之際簡牘於戰國漢魏之際簡牘、、碑銘隸碑銘隸

書用功尤勤書用功尤勤，，逐步形成渾穆靈動的逐步形成渾穆靈動的

隸書風格隸書風格，，成為當今盛年書法家中成為當今盛年書法家中

最具現實影響最具現實影響、、最有持續潛力的書最有持續潛力的書

家家，，是隸書創作探索領域成果卓著是隸書創作探索領域成果卓著

的代表人物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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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作品《穿紅色旗袍的裸
女》，1955，水墨設色紙本。賽
努奇博物館藏品。

■林風眠作品
《河邊雙鷺》，
1945-46，水墨
設色紙本。巴黎．丹青

—二十世紀中國畫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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