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6 文匯副刊藝粹 ■責任編輯：賈選凝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5年4月28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娟鄭州報道）日前，作為乙未年黃帝故里拜
祖大典的一項重要活動內容，「海內外華人書畫名家作品邀請展」在河
南美術館開展。據悉，本次活動共展出128幅書畫作品，作者既有國內
知名書畫家，又有海外華人、華僑書畫家。
在河南美術館展廳，記者看到，一幅幅書畫作品彰顯了不同書畫家的

藝術個性。楊傑行草書的蒼勁老辣、宋華平墨色時濃時淡、楊曉陽的
《絲綢之路·陝北紀行》將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和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
結合、鍾海濤書風有「瘦硬、古樸、沉靜」之美……古典與現實，東方
與西方，海內外書畫家創作的一幅幅畫面，無不展現和訴說着書畫融匯
的生動演繹。

記者了解到，是次展出的藝術作品以軒轅文
化為主，歌頌黃帝故里，弘揚民族文化，以和
平和睦和諧來表達華夏兒女對世界和平的祝
福。展出的作品形式多樣，有自撰詩詞、楹
聯、文句寫入書法作品或題跋於繪畫作品中。
近年來，身居海外的華僑華人及港澳台地區

同胞研究中國書畫藝術的風氣越來越濃，他們
為傳承弘揚中華優秀文化，不斷提升中華文化
的影響力作出了積極貢獻。應邀參加此次展出
的中國書協香港分會副主席、香港國際書法篆
刻學會會長吳任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此
次是他第一次攜書法作品來豫，「軒轅黃帝是
華夏兒女的先祖，能有機會用我的字表達對先
祖的崇敬之情，我很開心。今後我將盡我所能
邀請更多的海外華人書畫名家參展，共同表達
對黃帝的敬仰，對世界和平的祝福。」
是次展出由河南省委宣傳部、河南省文聯、

鄭州市政協、鄭州市委宣傳部主辦，河南省美
術家協會、河南省書法家協會、鄭州市文聯、
荊浩藝術研究院承辦。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
戰先生、榮譽副主席蔣孝嚴先生為這次書畫展
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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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曙峰：

書法家創作、揮毫的一切靈魂，乃是對漢字之美的執着。這是

易曙峰向記者表達的一種創作觀點，也是他自己的藝術信條。漢

字不僅僅是華人社會語言文字的使用工具，更是千百年來中華文

化的符號和載體。因此，易曙峰將推廣漢字文化與藝術的多元

化，視為自己的一項藝術使命、藝術職責和藝術成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陳匯 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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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少藝術家看重展覽和比賽不同，易曙峰認為藝術家創作的最大本源，乃
是自我心性的發揮。而激發出他這一藝術心性的，便是對漢字文化和漢字藝術
價值的細緻品讀。品讀文字，引發共鳴；援筆而書，隨意生發。這是他自己對
自我藝術原動力的一種詮釋和總結。

回憶初學藝術的溫馨之感
易曙峰回憶道，他的童年生活是在閩南鄉村度過的。他說，童年的自己對書

法的接觸局限於春聯和偶爾的描紅。後來習國畫，為學畫而習書，沒想到逐漸
被書法所吸引。學書法方面，他從商周金文開始，繼而甲骨；專入書法學習
後，才是唐楷，宋四家，明清草書，也兼涉篆刻，參與刻字。他說，初學的時
候縣城書店裡的字帖很少，能買到一本字帖，總是愛不釋手天天揣摩；訂閱的
書法刊物更像一份禮物，總讓易曙峰定期到工作機構傳達室等待這本刊物的到
來。他坦言，現在回想起這段經歷，還是感覺特別溫馨。他表示，學藝不必勵
志和豪言壯語，由衷地喜歡才會盡心去投入，從藝的愉悅只有自己更知道。
整體而言，易曙峰目前的創作風格主要是追求清新和多元。作品形式呈現多

樣化特徵：書法、篆刻、刻字三管齊下，篆隸楷行草多有涉獵，作品字徑跨度
懸殊，大到一字數米，小到一尺數百字。他認為，出現好的創作的前提是具有
好的創作能力，所以自己更希望將創作的路子鋪得廣一些，好堆砌更高的藝術
金字塔。
漢字乃是書法藝術的形式載體。在易曙峰從事書法和刻字創作的過程中，

「漢字」這一概念，代表着豐富的文化意境和內涵。他認為，漢字演變過程漫
長，但歷史階段清晰，文化內涵豐富。字形基於自然物象，優美可塑；字音抑
揚頓挫，琅琅上口，富有節奏感和音樂感；以漢字造型為素材的創作方式就有
書法、篆刻、刻字，隨意生發靈動多變，能與創作者的情感融為一體，是境界
最高、最純粹的藝術。

追求漢字藝術的多元化
體現漢字的意境和文化價值，是易曙峰所追求的創作效果。他覺得，文意不
同，所表達的意境和作品的形式也就不同。漢字博大精深，書法家不能只掌握
一個書體的寫法。意境無法觸摸，但可感受。既幽深宏大，又必定通過具體而
細膩的筆觸來體現。至於作品的文化價值，則主要取決於價值關係中的主客
體。在自我與書法之間，臨池讀帖已然覺得很愜意；在自己的書法與受眾之
間，易曙峰希望是雅俗共賞的境界。
而在刻字藝術方面，易曙峰提及，刻字作品除了文字、線條，還有色彩，而

且更有雕塑的意味。他覺得刻字其實就是一件漢字雕塑。相對於書法而言，刻
字的形式可以更多樣，可以更多的融入當下社會人居環境構建，會締結更多的
時尚人群體現時尚的文化價值。
進而，易曙峰向記者闡述了自己心中的「漢字藝術的多元化」這一概念。他

說，漢字藝術的多元，一在藝術形式的多元。書法、篆刻、刻字同為漢字的藝
術形式，一脈相隨，同根而生，可以兼修並蓄。一在個人書法面貌的多元。寫
豪邁文字，可以行草；寫匾額榜書，可以行楷；心情歡快，可寫大草；書信往
來，可以小字行書；硯邊信手，可以蠅頭小字……但漢字從語言文字轉變為藝
術，亦有艱辛和挑戰。易曙峰看來，最大挑戰和困難可以分兩個層面。第一層
面是技。即是如何準確掌握書寫中的書寫技巧和藝術元素，進而成為自己所靈
活駕馭的藝術語言，做到隨心所欲不逾規；第二層面是道。即提升境界，人書
合一，將個人的識見、才情、學識、筆墨融為一體。正如古人說的：書者，如
也，如其志，如其學，如其才，總之，如其人而已。掌握一門技藝已經不易，
能由技而道、技道兩進更為不易。

以藝術建構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覺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不少人，包括魯迅在內，都曾主

張將漢字變為字母文字，民國時期的一些知識分子認
為，方塊字是妨礙中國走向文明和進步的障礙。而近十
幾年來，中國社會重視英語、輕視漢語的現象與日俱
增。歷史與現實的交錯，使得易曙峰更將自己的創作視
為是一種文化使命和身份自覺的象徵。
他對記者表示，魯迅等一些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廢棄

漢字的主張，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是重大社會變革
的激進思想使然。如果當前漢字漢語文化在中國還面臨
挑戰和困境的話，那是因為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家底學
習不足、認識不足，因而底氣不足、自信不夠所致。當
代中國人急需更多親近自己的傳統文化，樹立文化自
信。而當下存在的重視英語、輕視漢語的現象，他覺得
是認識的誤區，以人為本、因人而異、學以致用才是客
觀和正常的。而以書法和刻字來傳播國學經典，具有更
廣泛的國民基礎，也更易於認讀和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因而，他十分推崇用漢字藝術的形式建構民族文化的自
信心。
易曙峰期待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憑藉對傳統文化的

熱愛而接近書法，學習書法，因為書法裡有許多涵養人

生的內涵。但學習書法的結果有的是雅，有的是俗；雅
俗之間，僅一紙之隔，一念之差。唯一的辦法，學習書
法一定要多讀書，「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樣才能
讓自己擁有高品位的藝術格局，登大雅之堂。另一方
面，易曙峰也提出，當代書法的熱潮更多的由展覽引
起，由於書法以及刻字藝術走進了展廳時代，展覽成了
藝術交流的主要形式，甚至成為書法人進入專業群體、
提高知名度的階梯。
而在他看來，進入展廳時代的書法也具有兩面性，一

方面，會促使創作個體在展賽熱潮中提升書寫技巧和創
作水準；另一方面，使創作出現迎合競技規則、迎合展
廳模式的傾向，過分追求作品形式，忽略了漢字文化的
美感和內涵。
易曙峰的觀點是，一個書法家的書法進程應該是由外

力向內力、由被動向主動、由從眾向從我發展的，隨着
對書法理解的不斷深入，會越來越淡出展賽，回歸自
我，用內在的文化自覺追尋藝術真諦，不斷完善自我。
畢竟，在易曙峰的視角看來，藝術創作是一種內在的文
化需求，書法、篆刻、刻字，就是書法家的學識、性
情、興致延伸到筆和墨的舞蹈。而舞蹈的最終所留下的
痕跡，就是作品；用最好的作品去感染人，弘揚漢字藝
術的魅力，這應該是書法家最快意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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