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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電 在海內外收藏界的推動下，「于右任先
生《望大陸》日記及書法精品回故鄉特展」日前在西
安開幕。這一天，距于右任的著名愛國詩作《望大
陸》發表整整過去50年。
辛亥革命元勛、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早年係同盟會成
員，曾長年在國民政府擔任高級官員，由於其創立了
「標準草書」，有學者將他視為一個超越書法意義的
文化符號。兩岸關係數十年跌宕起伏，給民眾帶來的
悲歡離合，難以勝數。
西安交大博物館館長、于右任研究專家鍾明善接受
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講述了《望大陸》的創作過程。
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病重，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百年之後，願葬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山
要高者，樹要大者，可以時時望大陸。我之故鄉是中
國大陸。」之後，他輾轉反側，徹夜難眠，寫下了詩
作《望大陸》作為遺言，並在日記本上註明「天明作
此歌」。

鍾明善還透露了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細節：「《望大
陸》並非一氣呵成，最初的詩稿，于右任把『葬我於
高山上兮，望我家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置於『葬我於高山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
惟有痛哭』的前面，幾經斟酌，改成現在的樣子。」
1964年11月，于右任先生病逝於台北，《望大陸》也
同時公諸於世，為人們爭相傳頌。
記者在現場看到，于右任日記原稿為珍版，內頁有

氣候、溫度、日月、星期、地點的標識，內容整潔，
少有塗改。82歲的日本收藏家西出義心告訴中新社記
者，他是于右任先生的崇拜者，深愛于書，多年來致
力於收藏于右任書法作品及遺物。20年前，他從于先
生唯一的海外門生金澤子卿處獲悉，《望大陸》日記
手稿被一位香港人收藏，為此，他兩赴台灣，輾轉購
得，秘不示人。
于右任的秘書劉延濤之女劉彬彬表示，西出義心所
收藏上百件于右任先生墨跡都是罕見的珍品，也是研

究于右任書法藝術的寶貴資料。如今，日記手稿回到
了作者的故鄉，這也是《望大陸》日記手稿首次公開
面世。
針對于右任書法藝術如何傳承與弘揚的命題，于右

任之子于中令說，他欣慰地看到父親的愛國思想和書
道精神在海內外備受推崇，海峽兩岸有識之士努力弘
揚父親的愛國思想和書道精神，作為于氏傳人，深感

責任重大。于中令即席吟誦了一首小令《憶江南·祝
于書展成功》，詞曰：「西安好！多謝寶于人！綠野
青田應有憾，風霜星月更精神。願共萬年春！」他希
望通過展出這批文物，民眾都可以來看老人家書法真
跡，了解他的人生。于中令說，目前最大的願望就
是：父親的真跡能夠得到非常好的保護；草書標準化
後，不斷在實用方面加以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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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半個世紀始露「真跡」
于右任《望大陸》日記手稿首次公開

白砥從小喜歡書畫、篆刻，這種興趣可能與生俱來。父
母是地道的農民，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1980年，年僅15歲的白砥非常幸運地考上了北京國際政
治學院法語專業，這成為白砥人生最為重要的轉折點。進
入大學，他與其他喜愛美術書法的同學一起創辦了大學書
畫社，練字、篆刻、畫畫成為他們生活的重要部分。白砥
回憶說：「當時除上課之外的業餘時間基本都在寫字和畫
畫，甚至有時超過了專業的學習時間。那個時候臨了很多
名家的帖，學得也很雜。」
1986年，還沒進入浙江美院的白砥已經嶄露頭角，21歲

的他參加「全國神龍書法大賽」的一件碑味十足的行書
《文湖州畫語錄》獲得金獎。很多人第一次見到這幅作品
都以為是位年近古稀的書家寫的。28年過去，現在回看這
幅作品感覺依舊很老到，章法結構很別致，沒有行與行之
間的留白，通過字與字的咬合和挪移佈局生勢。可惜這幅
字已經不在自己手上，白砥有些遺憾。在榮譽的鼓舞之
下，白砥對書法藝術的興趣與日俱增。
白砥至今仍每天堅持習書創作七八個小時，每每拿起毛

筆總是停不下來。幾十年下來落下了病痛，無奈之下有時
強迫自己出去走走。但不寫字的時間於他而言簡直有些浪
費生命，他太執着於斯了。

跨界流轉名師青眼有加
如果說考入大學使白砥擺脫了一輩子務農的可能，進入
浙江美院則無疑是其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通過專業的訓
練和全身心的投入，這位書法天才，終於有機會攀登中國
書法之巔峰。
和大學同學一起考浙江美術學院的研究生「那個年代的

人很單純，大家喜歡藝術，但考試之前也不會去拜識一下
老師，」白砥說：「記得筆試的時候，章祖安老師在我旁
邊站了一會。後來入學了章老師才告訴我，說我用筆比較
老到，但從技巧上面看未必是最好的，只是覺得有一定發
展潛力。」
沙孟海、劉江、章祖安三位書壇大家是白砥的研究生導

師。劉江先生主教篆刻，章祖安先生主教文化史。沙孟海
先生年事已高，所以，白砥大多把臨寫與創作的作業帶去
先生家裡請求指正。白砥勤奮刻苦，不負師恩。後來，章

祖安先生不止一次對人說「白砥有可能執將來中國書壇之
牛耳。」可見對這位愛徒褒獎有加。
「章祖安先生的文化修養很深，他對中國文化和審美的

理解很深，這對我影響很大。」 白砥在接受採訪時說，
「中國書法與中國畫同出一轍，中國畫不同於西畫，畫的
不在像不像，尤其是文人畫，需有很深的文化底蘊，體現
的是中國人悟解的『道』。黃賓虹的畫當年很多人看不
懂，藝術到達一定的高度的時候，即便專業的人士也未必
欣賞的了。」
白砥認為，如果從明暗和透視等方面去看中國畫，則無

法與西畫作比，中國畫主要表現的是結構的虛實、線條的
剛柔等關係。尤其是線條意識，則主要從書法借鑒而來。
像吳昌碩和黃賓虹的畫，都是一氣呵成，筆觸很有神，每
一筆都需要幾十年的功力和很深的文化底蘊作支撐。所以
如果從好看不好看的角度欣賞中國書法，猶如從像不像的
角度看中國畫，那注定是很難真正進入殿堂。

白砥旋風贏得美人歸
作為藝術家，白砥有很平和的一面，也有很固執的一

面。因為出身農家，經濟條件差，白砥的婚姻也是好事多
磨。白砥笑言，自己當年屬於最低檔的，標準的鳳凰男，
婚事和很多電視劇的橋段很像。夫人金琤教授比白砥小6
歲，當年也是浙江美院的學生。白砥1993年和小師妹領
證，2000年才正式辦喜酒。總算苦盡甘來贏得美人歸。
為了創業，1995年白砥籌資出了第一本作品集，所有的

積蓄加上借來的，湊足20多萬，背着一個大包隻身到深圳
去出書，可謂孤注一擲。白砥現在回想都覺得當年冒着不
小的風險。好在每一步白砥都走得很好。
1989年白砥在杭州書畫社辦首展，在很少有人辦個展
的年代，他的行為算是激進的。但白砥認為，搞藝術的人
要有這個勇氣，藝術家需要不斷去探索，展覽對藝術家來
說，尤其是當代藝術家，是非常重要的表現方式之一。
1993年在上海，白砥舉辦了「黑色主義展」，空前成
功，甚至遠遠超乎白砥自己的想像。如果說，1986年的
「全國神龍書法大賽」打響了白砥在書壇名聲的話，1993
年這個展覽則奠定了白砥在中國書壇的地位。展覽期間甚
至颳起了一股「白砥旋風」，引起整個書壇的大討論，書

法界的頂級評論家朱以撒、梅墨生、馬嘯等非常客觀中肯
地認同了白砥的創作手法和理念，白砥自此聲名大噪。
2010年，「意與古會——白砥臨古書法展」這個中國書
法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臨古個展在杭州舉行，再次轟動書
法界。展出200件作品，臨摹了200多種古人不同的作品，
時間跨度從商代到清末4000年的歷史。白砥用行動證明所
有前衛和新的理念及探索，其實主要是來源於古人。
2014年，「融·通——白砥書法探索三十年文獻展」先
後在紹興魯迅紀念館、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隆重舉行。由
其夫人主編的《白砥書法探索三十年》一書也同步發行。
白砥說自己學古人這麼久，要用自己的方式創作出來，

是個很學術的考慮，今年正好50歲，也算是對自己人生的
一個小結。

做個純粹的藝術家
「書法寫得好看不好看，不是書法家追求的。有朋友甚

至問我，為什麼不寫得好看點，而像小朋友塗鴉般難
懂。」白砥說，他的理想是要把中國文化精神體現在書法
形式上，但不僅僅是學古人，還要有現代創新的精神。在
強化線條意識的同時要追求空間結構、疏密關係、虛實關
係、黑白關係。書法家在挖掘古的東西的同時要挖掘出新
的感覺。新的形式不一定就是西方現代的理念，中國的傳
統精神中同樣可以挖掘出新的感覺，形成新的形式，從對
立面中找出反面的襯托，使剛柔、虛實、巧拙等等
對立的因素統一在一起。西方近現代藝術家也考慮
這些東西，中國的書畫更要講究把對比要素凸顯出
來。
談到書壇現狀，白砥不無感慨：現在自稱「書法

家」的人太多。因為書法元素比較簡單，學書法只
要一瓶墨汁和一支筆，一般人就以為寫字比畫畫容
易入門，導致所謂的書法家氾濫，現代的高校書法
專業遍地開花，但一部分學生只是因為文化課不
好，想到書法專業來混個文憑，缺少八九十年代學
藝人的純粹與執着。所以，做一個真正的書家，不
僅要有書寫的技法、文化修養、藝術投入，還要有
對藝術的信念與追求，兩者缺一不可。

熔古鑄今 白砥再傳山陰脈
白砥生於書法之鄉紹興，父母不識字，但天生聰慧無師自通地走進了

書法世界。21歲的他參加全國神龍書法大賽，獲得金獎，作品線條之

厚重、格局之新穎在今天看來也堪稱上乘。

22歲考入浙江美術學院書法研究班，師承沙孟海、劉江、章祖安教

授，專心求學解惑。1996年，31歲的他再次求學，成為中國美院第一

位書法博士生。

完成由業餘轉為專業的跨界之後，白砥潛心鑽研，聲名鵲起，颳起了

一陣陣「白砥旋風」，有人甚至稱之為「白砥現象」。他撰寫的《書法

空間論》及《白砥臨古書法精粹》出版後短時間內即銷售一空，一書難

求，現在網上有的甚至以10倍的價格炒售。

199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向他頒發了「魯

迅文藝獎」。此外，在美國，法國，中國內地

及香港等地舉辦的「當代中國書法展」及「二

十世紀中國書法藝術大展」等大都將白砥列在

當代少數代表書家之列。

今天記者有幸約見白砥本人，讓我們靜下心

來慢慢了解這位書壇奇才。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薇 高施倩

■白砥

■■白砥贈書給本報記者白砥贈書給本報記者

■■白砥和恩師章祖安教授白砥和恩師章祖安教授

■白砥作品：佛言 44× 38 cm
1989年

■白砥作品：守一 135×68 cm 1992年

■白砥作品：實 96×96cm 1995年

■白砥作品：張樞《瑞鶴仙》 30×24 cm 1997年

■■白砥作品白砥作品：：獸獸 8686××7878 cmcm 20112011年年

■白砥作品：李群玉《詠竹》 181×62cm×3
2012年

◀于右任《望大陸》手記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