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四川報道）日前，30多位
張大千傳人及親屬代表齊聚都江堰，共話傳承大師繪畫
藝術。
「大風堂取意古代劉邦《大風歌》之中的『大風』二

字，有重振漢唐雄風之意。」都江堰大風堂書畫藝術創
作中心理事長黃洪章說，大風堂是中國畫壇各流派中的
一面旗幟。都江堰青城山上清宮，是張大千從藝多年的
地方，有大千故居之稱。弟子胡立、龍國屏、王永年常
住都江堰，在都江堰有再傳弟子三十餘人。為此，在張
大千親屬張心慶、張心義，以及弟子龍國屏、肖充中等
的支持下，「四川大風堂畫院」在都江堰成立。
「作為大風堂門人，我們將傳承大師畫風和精神，為
繁榮祖國的文藝事業作出應有貢獻。」黃洪章介紹，據
不完全的統計，近十年來，全國各地的「大風堂」在海
內外開展文化交流活動200餘場次，四川大風堂畫院開
展送文化下鄉、擁軍活動等50餘場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洪妍上海報道）上海油
雕院美術館副館長傅軍之前是從事學術研究
的，她一方面繼續她的學術研究與美術批評，
一方面策劃和落實各種形式的展覽，短短幾
年，上海油畫雕塑院美術館風生水起，近兩年
均有展覽榮獲文化部優秀展覽項目。
現在藝術展覽非常熱鬧，數量上正在出現爆

發性增長，但質量不容樂觀。傅軍認為好的藝
術展覽絕不是簡單的掛掛畫，從展覽的整體策
劃，到展覽結構的設定、參展作品的選擇，再
到動線的設置、空間的分隔、佈展的落實、燈
光的調試，還有後期宣傳推廣和公共教育等
等，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她每年觀展無數，
僅2015年就看了上百場展覽，但令她印象深刻
的不多。她在觀展的同時常常反思，究竟怎樣的展覽，才能
算是真正好的展覽？最後她發現，如果能同時滿足三種不同
類型的觀眾，就能稱得上是一個優秀的展覽。這三類觀眾分
別是領導、專家和大眾。接傅軍強調，好的展覽做出來
了，其實只完成了一半工作，另一半工作是實施有效的傳播
和教育。在她看來，美術館最重要的社會職能和歷史使命就
是教育，通過教育以提高全民的藝術素養。而美術館的其它
功能，諸如收藏、研究、展覽、交流和服務，都應該圍繞教
育而展開。
談及兒童藝術教育，傅軍顯得有點激動。她說自己年初參

加了由蕃茄田藝術主辦的第三屆國際創新兒童藝術論壇，能
連續三年舉辦這樣的論壇，她認為這家機構不僅在兒童藝術
教育領域頗有建樹，更難能可貴的是非常具有人文情懷，還
有主動擔當社會職責的意識，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看得出傅
軍非常關注兒童藝術教育，她說各類美術館，不管是公辦還
是民營，都應該主動承擔起這樣的社會職能。同時她認為，
藝術教育不同於一般性的知識教育，是一種非常注重環境、
氛圍，以及實際動手操作的體驗式教育。所以藝術教育絕不
能限於學校的課堂上，而應該更多地借助於美術館等社會藝

術資源。
傅軍希望家長們不要越俎代庖，不要以自己的審美經驗和

知識結構去判斷孩子、干涉孩子、否定孩子。在她看來，孩
子們是面向未來的，他們的很多創意和想法，其實是超出了
家長們的審美範疇的，家長們應該多以平等的姿態與孩子們
作真誠的交流，傾聽他們的想法。談及藝術教育存在的誤區
時，傅軍坦言最大的誤區就是重技藝、輕素養。眼下，學校
與藝術類培訓機構，幾乎都將所有精力放在如何畫好一張畫
上，很少教會他們如何去欣賞一幅作品，也很少講授美術史
的相關背景，使他們沒有建立起美術的系統性知識，從而缺
失一種審美的判斷力。
傅軍曾專門撰文《讓觀展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呼籲大

眾把參觀美術館看作是一種更有意義和價值的休閒方式。最
後，她還提醒，兒童藝術教育是長時間的文化熏陶，不可一
蹴而就，更不要以各種名義去約束和「綁架」孩子，「管
理」孩子們的童年。家長們所能做的最簡單、最輕鬆，也可
能是最理想的藝術熏陶方式，就是經常帶領孩子們走進美術
館，多一些審美的體驗，陪伴他們養成一種良好的藝術生活
的方式，這將會使他們終生受益。

大千弟子聚都江堰
共話傳承大師之風

上海油雕院美術館副館長上海油雕院美術館副館長
談美術館的使命談美術館的使命

初見林邦德，在他的書法創作工作室裡，泡一壺香
茶，講述書法的故事。或許他剛剛揮毫，談到妙

處無意間抬起的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上還可以看見留的
墨跡。林邦德笑談，自己愛喝酒，酒文化和書法文化相
遇時，借助酒意可以把心中的激情發揮出來。
他說，提到書法和酒，就不能不提東晉王羲之創作

《蘭亭集序》的故事，農曆三月初三，惠風和暢，一群
當世名士，在蘭亭流觴曲水，王羲之因為年長，又書法
了得而且文采出眾，於是他就藉酒意，創作出了流傳
後世的《蘭亭集序》，等酒醒之後就再也寫不出那時的
書法神韻。「我愛喝酒，但醉酒後還是選擇不創作，書
法創作時還是需要更多的理性。」

取法韻於唐晉
林邦德表示，自己最開始學的是唐楷，「不學唐無
法、不學晉無韻。」 如今，林邦德不僅是寧波書法家
協會的副主席，也是寧波大學的一名副教授，於七尺講
台上傳道授業解惑。
他在教導學生時，開始是用趙孟頫的字。他打趣說，
如果把書法比作做菜，王羲之就是大餐，具有高難度，
有技術含量還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到了趙孟頫這裡就
是把王羲之的菜做成了快餐，老百姓很喜歡吃，很符合
大眾口味，但與前者比畢竟技術含量不高。「所以學習
二王，先要從趙孟頫入手，然後追溯到王羲之，學校的
過程中講求循序漸進，這是傳統書法的一個脈絡。」
林邦德還笑說，書法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去發現心
意，自己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除了刷牙洗臉，就是用
拖地板的方式練書法，在這個過程中去體會。並且還學
習樂器簫，以練習氣息。
同時，林邦德還特別莊重地提醒，練習書法瓶頸經常
會出現，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而這個時候就要多思
考，要不斷向古人學習、交流。「幾千年的書法財富，
要開採，繪畫要寫生，臨摹臨古就是寫生，發現創作源
頭。」

思考書法傳承
說起自己的書法實驗，林邦德如數家珍，他用了5年
時間去準備積累，癡迷寫字，捨棄傳統的白底宣紙，而
是選擇在銅版紙、廣告紙等有國際元素和時尚元素的
紙上創作書法，在這些常人看起來無用的「廢紙」上，
林邦德卻是陶醉其中。不久前林邦德還精心挑選了幾幅
作品做了一次展覽，在書法界也是引發了一場不小的討

論，讚揚聲有，質疑聲也有，說他「迎合這種時尚、迎
合當代的審美，迎合市場，捨棄了書法原有的高貴氣
質。」
為何要去嘗試？林邦德說王冬齡和陳振濂都是自己的
老師，自己的這個衝動有受到他們的影響。另外，中國
書法在2008年當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非物質文
化遺產，林邦德認為，這意味書法不再是中華民族獨
有的一門藝術，這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全世界
人民都應該享受這份財富，書法按照原來的表現形式，
那非漢文化的背景的國際友人就很難去理解。」
林邦德坦言，國際友人要了解書法，要有一個新的表
現形式，他們才能夠接受，就選擇當代的、國際的、時
尚的元素去結合，首先他們看到英文地圖、畫報就親
切，進而對書法本身產生更多的興趣。而在國內傳承靠
的就是年輕人，「我思考的就是如何讓這兩撥人喜歡書
法，關注書法，通過視覺欣賞，表現這樣的角度創新，

年輕人覺得好玩。傳統的書法作品是一本
正經得像個老夫子，但和時尚元素結合起
來，他們會覺得好玩，我則是把這個形式
做成系列。」
面對負面評價，林邦德淡然地說，「負

面對我沒有影響，書法需要有人去嘗試，
嘗試必定有成敗，只要是以積極為主的就
可以了，就是失敗了也沒有關係，也是給
我們同行一個借鑒意義。」

否定自己獲新生
林邦德給自己的定義就是一個想把字寫

好的人，他認為書法就是一種審美享受，
一種愉悅，是線條、筆法、章法的美，而
不是要去告訴讀者什麼。「一個書法家如

果想要在書法史上留名，那就要對書法本質上進行創
新，那樣才有意義，但是我的方向就是給大眾看，讓更
多人來喜歡、接受它。」
林邦德說自己是在書法的表現形式上創新，而不是書

法本質的創新。「我的書法還是老酒，但裝的是新
瓶。」接下來他還會在所有能表現書法的材質上進行試
驗創新，主題就是圍繞中國五行的「金木水火土」。
書法的韻味在於年復一年的積累，孫過庭在《書譜》
中說，「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
人書俱老。」林邦德總結自身，三年或者五年就要否定
自己一次。60歲前作為藝術生命還是處於青春期，人老
了，書法也老了，書法才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青春
就是冒險，我就要去冒險，青春期就要折騰。」
在五年前林邦德出了第一本作品集，在寧波天一閣進

行展覽，作為自己50歲前的作品集，心裡把這個事情
放得非常重，光作品集的封面設計印刷花了一個月，結

果5年不到，現在80%看不上，但心裡卻很享受這個過
程。

中日韓書法各有特點
林邦德認為，中國是書法的源頭，是書法藝術的老祖
宗，大家輩出，但目前最應該關注的就是傳承發展的問
題。在學校裡他開了「毛筆行書」、「毛筆楷書」兩門
課，經常爆滿，許多學生畢業了也會回來蹭課，「授人
書法藝術，心留翰墨芳香。」 「一個民族的文化經過
幾千年的歷史長河流到當代人，沒有人傳承，在我們手
上斷掉了，怎麼面對後世子孫？」
林邦德曾經帶隊參加中韓書法展，在他觀察下，韓國
更注重書法傳統，在韓國只有寫漢字才算書法，因此書
法家必須有中文基礎，「對漢字書法非常重禮。」
對於日本，林邦德也頗有感慨，在他看來，日本的書
法教學有門戶之見的情況，不能讓學生和受教老師之外
的人進行交流學習，這樣很容易造成近親繁殖的情況，
「這是一個小國心態。」

中西書法教學應不同
隨中國傳統文化越來越讓世界所熟知，書法藝術也
成為了中國的對外名片之一。如何讓外國人學習中國書
法，改變過去愛而不可得的尷尬，林邦德有自己的獨
門之密。
書法，首先是身法，包括指法、腕法等，再是筆法，
而這也是書法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是字法，包
括結構、造型等方面，再後為墨法，則是把繪畫的某些
東西融入書法中，最後是章法。「如果教老外最開始就
教筆法，但他們毛筆都不會拿，中華民族是拿筷子吃飯
拿筆寫字的民族，血液裡就有的東西，老外對這個很生
疏，教字法才是書法教學重點。」
中國的書法初學者是先寫楷書，再學寫行草書。而教
外國人要教寫篆書寫隸書，筆畫更少更適合他們，「老
外寫出的線條有個大致的樣子，就會有興趣。」
下一步林邦德打算把自己的書法實驗作品巡展上海，

同時也計劃到香港、台灣等地區去做展覽。

林邦德書法實驗林邦德書法實驗
古道履新謦翰墨古道履新謦翰墨
「書法需要有人去嘗試，嘗試不能懼怕失

敗。」生於浙江寧海的書法家林邦德，砥礪書

法藝術40餘載，生於上世紀50年代的他，自

稱正處在書法藝術創作的青春期，因此他要去

創新和冒險。由此，他通過5年時間，在銅版

紙、廣告紙等富有時尚元素的紙張上進行創作

實驗，讓更多年輕人、國際友人喜歡上書法藝

術，將中國書法藝術精髓傳播海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方怡、茅建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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