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古以來，藝術以 「詩、書、畫」一體為巔峰，而工書善畫且
能詩的著名國學家、書畫大師範曾，又被世人稱為 「三絕」，可
謂是才氣縱橫、迥出俗塵。然年至八旬的他，依然心如赤子，將
「成為畫家」作為 「夢想」，用捨我其誰的勇氣，為自己的藝術

使命做出註解；年至八旬的他，依然摒除偽善，將 「回歸自
然」、 「天地大美」作為方向，用心許情侔、神遇跡化的境界，
為中國畫的吐故納新尋找生機勃勃之路；他以排奡破山之勢，自
拓天衢、自開戶牖，登臨中國藝術峰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語言
和繪畫符號。

提倡 「回歸古典」、 「回歸自然」的范曾認為，當某藝術作品
接近於天地之大美時，可稱之為 「大作」， 「因有返璞歸真的赤
子之心，故能真切如此。」正如范曾所言， 「天地大美，非止其
體積之橫無際涯，固然碧海蒼天、崇山大川、雪霰雲霓、日月星
辰都是大美所在；而寸草片葉、纖毫髮絲、吉光片羽，也都是大
美所在。」

「美」應回歸淳樸童貞 詰屈聱牙逃不出天蒼巨眼

從盤古開天闢地至今，何為 「美」歷經了反覆萬千的認知變
化，從混沌認識到長達一個世紀的反傳統審美又至古典主義的復
歸興起， 「美」在東西方都遭遇了不可言喻的毀滅與重塑。在此
處，范曾仍不忘一個 「赤子」的謙卑。他認為，正確的審美就是
擯除偽善、謬說、荒誕、矯情、扭曲、故弄玄虛，以及故作高
深，是回歸宇宙本體的和諧、淳樸和童貞。 「現代美學家們費盡
筆墨和口舌，詰屈聱牙，深奧晦澀，講了無數深旨大義，」他
稱， 「其實最終還是逃不出天藏巨眼，回歸到最原始、最簡捷的
要義上來。」

范曾表示，在人類的童年時期，天真無邪，充滿幻想，那時的
人們是把美當成一種標準，而且是個非常重要的標準。放眼歷史
長河、世界維度，當蘇格拉底來到人間的時候，東方的孔子已經
建立起自己不朽的儒家學說，孔子去世107年後，孟子又與柏拉
圖、亞里士多德同時生活在這個星球上，這些先哲聖賢們在最初
200多年間建立起來的倫理、道德、智慧大廈，何嘗不是 「健康
童年」的童貞成果？

「那時的人類歡愉得天真，悲哀得真切，英勇而壯烈，雄辯而
自信，」他笑稱，當莊子憑虛御風，展開那浪漫悟性的雙翅，揭
示其 『天地大美』的理念時，亞里士多德正攬轡登車，驅策那理
性邏輯的車駕，奔赴那浩淼的未知世界。

危機的不是中國畫 而是對中國畫的無知

其實，這種面對自然大造的謙卑之情，處處可見於范曾的作品
當中：一花一草，無不自適其情；一山一水，皆若可遊可居；一
事一物，無不有理可循；一顰一笑，皆可妙奪其神。此種領悟亦
與其家學淵源密不可分，范曾南通范氏可溯源至南宋名臣范仲
淹，而此後，家族中人才輩出，都在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
從范仲淹、范純仁到范應龍、范鳳翼，再到范當世、范子愚，到
第13代范曾先生，時間橫跨400餘年。從明末至今，13代中先後
出現了數以百計的詩人、文學家和畫家，而足可彪炳於中國文化
史的巨擘大師，范曾可算一位。

職是之故，已走過八十個春秋日月的范曾一直不為潮流所動、
不為奇說所惑，以固有的步伐，堅定地走自己的藝術之路。可以
說，在世紀之交的前後四十多年中，這位獨行者，秉着 「吾儕所
學關天命」的文化使命感，一力將中國畫推向了新的藝術高峰。
「衡量藝術亙古不變之原則是好和壞，而不僅僅是舊和新。接近

了天地大美的理與性，便是好，乖違斯二者，便是壞，」他常
講， 「這種以自然為本的心物互動，正是古往今來一切藝術大師
走向成功的康莊大道。」

在他眼中，中國畫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體現了中國文化的
魂，而中國古典繪畫所表現出來的藝術語言上的高遠、沉雄和典
雅，則遠超人們想像。 「有人說中國畫陳舊，說它屬於歷史而不
屬於今天，」他說， 「然而他們為中國畫開的藥方，卻是棄舊圖
新。」一直以來，范曾都認為，創新本來就是中國畫的一個優秀
傳統，在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畫不斷吸納各種外來藝術的
營養，吐故納新、推陳出新、革故鼎新。有人說中國畫面臨危
機，他則認為， 「危機的不是中國畫，而是對中國畫的無知。」

葉嘉瑩先生曾評論稱，若就今日一般之畫家言之，則欲求一有
不羈之才如范曾者固已極為難遇，若欲更求一有文學詩歌之修養

如范曾者，則更屬難能。而在范曾幾近八十年的藝術生涯中，
「書畫同源」、 「詩畫一體」向來是其奉為真理的藝術理念，
「『書畫同源』之說的根本原因，亦在於以自然萬類作為表現對

象的繪畫同樣是 『道法自然』的。」他進一步解釋稱，中國繪畫
語言之基本元素，乃線條筆墨，線條筆墨之優劣成為衡量作品質
量的前提，而中國畫的線條筆墨又與書法有着直接的關係。而談
及 「詩畫一體」，他則表示，中國畫和中國詩一樣，早在一千多
年前，就遠離了狀物象形的階段，走上了匠心獨運、以抒發作者
情感為終極目標的境界，而此種抒發，又顧及藝術的本質，也就
是藝術的社會功能—— 「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談及其所備受稱道的潑墨人物畫，范曾則親授經驗稱，第一需
要的是畫家的主觀心理狀態，必須有躍馬攬轡、奔逸天岸的豪縱
之情；必須有萬象畢呈、造化在手的移山心力；必須有饑鷹渴
驥、掣電奔雷的箭發之勢。當此之時，解衣盤礡，目空今古，放
筆即來筆底，狀物如在目前；縱筆處如飛瀑之懸匡廬，收筆處如
鴻聲之斷衡浦；閎肆至極，不失矩度；恣情慾狂，將歸內斂。然
而，他話鋒一轉，這還不是潑墨畫最難處，潑墨人物更難在這瞬
息間，畫家還必須與所表現的人物心許而情侔，神遇而跡化。這
當是何等高妙的境界，而此 「心許情侔、神遇跡化」的 「技巧」
也早已超越技巧本身，上升至技進乎道，物我兩忘、水乳交融的
藝術境界。

范曾，1938年生於江蘇南
通，中國書畫大師，著名國
學家、詩人。現為北京大學
講席教授、中國畫法研究院
院長，英國格拉斯哥大學、
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名譽文
學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博
士生導師、終身研究員，南
開大學終身教授，南開大學
文學院、歷史學院博士生導
師，南通大學終身教授，稽
山書院、盤山書院山長。

2008年獲法蘭西公民之星
金質勳章。2009年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任命為 「多元文
化 特 別 顧 問 」 。 2010 年 9
月，法國總統薩科齊向范曾
先生授予 「法國榮譽軍團騎
士勳章」。2011年獲 「中華
藝文·終身成就獎」。2015
年6月30日，意大利總統塞
爾吉奧向范曾先生授予意大
利共和國大將軍勳章。

范曾先生出身於中國延綿
450年不斷十三代詩人的著
名文化世家。提倡 「回歸古
典、回歸自然」，身體力行
「以詩為魂、以書為骨」的

美學原則，對中國畫的發展
厥功至鉅，開創了 「新古典
主義」藝術的先河。他的
文、史、哲著作中透露的人
文關懷為國內外學界所共

稱，而其文章之雄奇優美，
多次被譽為海內之首選。作
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多元化
特別顧問，曾在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總部發表 「回歸古
典、回歸自然」， 「趨近自
然」， 「根本善」的專題報
告。

1984年日本岡山縣建立范
曾美術館。1986年范曾先生
捐建南開大學東方藝術大
樓。2014年故鄉南通大學建
范曾藝術館。范曾先生宅心
仁厚，慈愛博施，曾被命名
為 「中 國 十 大 慈 善 家 之
一。」

范曾先生筆耕不輟，著作
等身，著有《大丈夫之詞》
《中國畫研究法》《經史漫
步》《范曾詩稿》《莊子顯
靈記》《范曾簡墨》《尊賢
畫集——范曾與八大山人神
會》《范曾詩文集》《范曾
筆墨》《范曾散文三十三
篇》《老莊心解》《論文
學》《趨近自然》《范曾海
外散文三十三篇》《大木葱
蘢》等約150部，其中中國
國家圖書館收藏130部。

范曾先生有二十四字自
評：痴於繪畫，能書；偶為
辭章，頗抒己懷；好讀書
史，略通古今之變。

楊振寧：對范曾所畫《陳省身楊振寧像》及題詩倍極讚

賞，以為雖英國大詩人蒲柏（Pope）無以過之。

季羨林：我認識范曾有一個三步（不是部）曲：第一步認

為他只是一個畫家，第二步認為他是一個國學家，第三步

認為他是一個思想家；在這三個方面，他都有精湛深邃的

造詣。

錢鍾書：畫品居上之上，化人現身外身。

尼古拉·薩科齊（法國總統）：我本人特授予您這一崇

高榮譽（ 「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以表彰您對我國

做出的貢獻及對我國的熱愛，我謹向您表示最熱烈的祝

賀；法國向您致以敬意，您當之無愧。

羅馬諾·普羅迪（意大利前總理）：范曾先生的書畫作

品是中國文藝復興的寫照。這些藝術作品承載着中國傳統

文化並開啟了新的未來。我已去過維托里亞宮參觀了您的

畫展。當時由文化顧問高塔特先生為我做引導，那真是一

次 「無與倫比」的美妙體驗。

路易斯·高塔特（意大利總統顧問）：通過范先生和他

的作品，我感受到來自永恆的中國的信息，多虧了范先

生，讓這個我童年常常夢想的國度，如今栩栩如生地呈現

在我眼前。我從來不敢想，我會與中國最偉大的知識分子

和藝術家之一對話。謝謝范曾先生，親愛的大師，給予我

這個偏愛。

加布里埃爾·德布羅意（法蘭西學院總院長）： 「與
您在北京大學就中法兩國的語言之美進行交流，倍感榮

幸；在您家中的晚宴，使我們得以直接、深入的交談，則

更為幸事。大師，請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及最美好的回

憶。」（《德布羅意致范曾書信》）

葉嘉瑩：支撐起他不凡之畫骨的，原來正是由於其內心中

所蘊含的一份涵養深厚的詩魂，而且無論其所繪者之為詩

人與否，其筆墨深處似乎都有着一縷詩魂的迴盪。若就今

日一般之畫家言之，則欲求一有不羈之才如范曾者固已極

為難遇，若欲更求一有文學詩歌之修養如范曾者，則更屬

難能。范曾先生不僅工書善畫，而且能詩，其所自作之詩

篇亦復才氣縱橫迥出俗塵之外，世稱 「三絕」，范曾先生自

可當之而無愧。是則其負一世之盛名，固絕非偶然者也。

陳省身：讀范曾兄《莊子顯靈記》，有當年讀杜工部《秋興

八首》的感覺，氣概萬千，涉及當前基本問題，非常佩服。

劉開渠：《黃山松風圖》，主要由虯盤枝的奇松翠柏和神

逸飄渺的白雲所組成，遠處襯托青山與飛泉，並用一白衣

老人和一紅服童子，增添了這幅畫的雲山多變，松風迴

旋，具有生動的其實和深邃的意境。他用豪放的筆縱，如

律的氣韻，體現了灑脫、曠達的風度與胸懷。這正是以詩

魂、以書為骨的藝術風格與個性。

馮驥才：范曾先生以其靈動高超的白描線條，嚴謹精確的

造型，深切入微的神情表達，將其作品無形和深在的內

涵，外化為象；丹青妙入，逸趣橫生。（評《魯迅小說插

圖集》）

鄭欣淼（故宮研究院院長）：范曾先生以畫名世，認真

讀他的書、畫、詩、文，會感到他在各個方面成就都很

大。范曾藝術其實是一個整體，一個具有鮮明中國藝術、

東方藝術精神的整體。

薛曉源：范曾先生的著作有奇特的運思方式，他 「用詩人

之心觀物，用詩人之舌言情」，打通了中西文化的畛域，

穿透了文史哲藝的壁壘，使文史哲藝諸學科磨礪互證，建

構了一個色彩瑰麗、氣勢恢弘的有意義的思想聖境。

在范曾八十壽辰當日，被譽為其 「前半生藝術
成就概括」的《高懷雲嶺——范曾八秩之慶藝文
展》今日正式登陸中國國家博物館。據悉，此次
展覽將展出范曾先生自二十四歲開始至今的一百
餘幅繪畫，以及四十餘首詩詞、聯語和歷年文、
史、哲、藝著述共一百餘部，其數量之多、涵蓋
之廣、寓意之深，可謂是前所未見。

范曾的藝文不只在國內極富盛名，而且有著廣
泛的世界影響。國內外的政要、評論家、藝術家
對范曾的藝術成就，亦給予了很高評價。范曾躬
耕不輟、朝斯夕斯，未曾有一日懈怠。他的每一
篇碑文、辭賦、楹聯，每一幅書畫作品，可謂是
嘔心瀝血之作。作為中華傳統藝文的守護者和拓
展者，他自知責綦重大；作為 「新古典主義」的
首創人，他提出的 「中國畫是哲學的、詩性的、
書法的」、 「以詩為魂、以書為骨」、 「回歸古
典、回歸自然」已廣為流傳，成為中國畫研究法
的經典話語。

據中國國家博物館館長呂章申介紹，范曾與國
博有着極其深厚的淵源， 「自24歲中央美術學院
畢業分配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國博的前身之一）
後，范曾在這裏工作了16年。」呂章申稱，這16
年是范曾藝術生涯中十分重要的階段，而國博恰
恰是這位藝術大師心靈成長史、藝術成熟史的見
證者。

呂章申評價稱，范曾的作品讓人深刻體會到什
麼是 「文化自信」：他用畫筆為中華民族古往今
來的聖賢、哲人、英雄、文豪立傳，也為全人類
的科學、思想、藝術巨擘傳神；在他的筆下，山
川雄奇而瑰麗，四時變幻而靈秀，一花一草，一
鳥一獸，無不生機盎然、詩意濃郁。他認為，這
種雄強的、奮發的藝術，正是我們民族砥礪前行
時最需要的精神營養和文化支撐。

呂章申透露，畫冊中的部分精品力作，范曾先
生已經捐贈為國博的永久收藏， 「這體現了一位
心懷家國的藝術大師的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
他指出，在國博豐富的藏品系列中，捐贈品佔據
着重要的地位和相當的數量，構成了國博重要的
館藏基礎，而范曾的義舉，無疑將為國家博物館
館藏增加新的內涵。

相關負責人表示，本次展覽之所以稱 「藝文
展」，是由於范曾先生不只是當代傑出的畫家，
還是一位眾所周知的傑出詩人，散文家和哲人，
秉承着更多維度展現其藝術成就的、總結其藝術
生涯的理念，本次展覽不僅有精品繪畫、書法作
品，還將有其前半生所著文史哲藝相關著作、詩
詞聯語等，以及其家學淵源的系統介紹。

作為一個享譽中外的國畫大師，范曾在創作過程中心手
相忘，自呈奇采；筆與墨會，自成氤氳，故對藝術的本質
有着自出機杼的解會，所謂 「以內美而求大美，這便是藝
術的本質，也是藝術創作主體論的核心。而自然的大美則
是其自身永恆的和諧」。大道至明，大法至簡，參透斯
理，則聰明日生，筆墨日靈矣。

范曾操斧伐柯，準則在握，故 「掛一漏萬」地臚舉出他
所激賞的最能代表 「中國畫」的歷代畫作，此乃 「氣韻生
動」之傑構也，其中尤以八大山人、倪雲林、王蒙、李
成、范寬為特出，以為 「那是幾座不可搖撼的大山」。近
現代的大師，范曾則獨推李苦禪、李可染、傅抱石、黃賓
虹、蔣兆和、徐悲鴻、黃胄。對此，學者們雖未必皆能認
同，但深者得其深，淺者執其淺，皆視各人的問學造化而
定，不必強求一致，但范曾獨到的審美品鑒力以及 「破除
門戶之見」的學術定見與識力，已彰然在目矣。

在對具體的筆墨技法的研究上，范曾有鑒於 「所有用筆
的毛病都是矛盾一方的失控，轉向事物的反面」，故特別
強調必須遵循老子 「知其雄，守其雌」、 「知其白，守其
黑」的辨證思維，以期達至 「知其剛強，守其溫柔；知其
坦蕩，守其舒緩；知其迅捷，守其蘊藉；知其風動而守其
凝重」的和諧之境。

為申足 「無法之法」的道理，范曾又進一步指出： 「一
個藝術家，能從自然大道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源泉中汲
取靈感，在森嚴的法度中又不受牢籠拘束，最後回歸自
然。這個過程是古往今來真正能創造大美真美的藝術大師
所必然經歷的道路。這就是為什麼既需有內美，又要有修
能的原因。」

范曾先生力圖通過中西文化比較，打通哲學、歷史、文
學、藝術等各個人文學科的關係的堅韌努力，以及藉對畫
法的研究實現其執一馭萬、致遠立極的學術追求；而這，
也正是范曾矢志 「回歸古典」、重建文化自信、為文化續
命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為 「在思想混亂的世界裏再開

闢一條達到真理的門路」（歌德語），范曾從心放筆，不
時發出如斯卓見： 「東方的（主要指儒釋道）學問在二千
五百年前，已達致至善無垢的淨域，它偉然而在，自足無
礙，它是不需要它山之石以攻的美玉。」

基於這種文化自信與藝術自覺，范曾強烈反對藝術家一
味急功近利、獵奇求異，一再強調 「衡量繪畫其實重要的
是好與壞，而不僅僅是新和舊」，此乃范曾先生通過對大
量的中西文化現象進行比勘後所得出的重要結論。微言精
理，已浸成通尚定論。

對於現代西方的某些藝術家，對目前國內的某些新潮、
前衛藝術家悖離傳統，悖離藝術標準，一味逐新求異的行
為，范曾則譎諷直刺，毫不徇情。在范曾看來，這與被推
尊為使人類最終得以救贖的文學藝術的原旨，相去奚啻霄
壤！

一貫捍守中國傳統精神命脈的范曾先生，通過他那一系
列勝義無窮、力矯時弊的文本建構，事實上已然為世人提
供了一種從傳統內部對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尋找超越動力
的精彩個案。我們始終能夠深切地感覺到作為學術大師的
范曾自覺抵禦科技思維對詩性思維的強暴侵犯的超凡膽
氣——至於流貫其中的那種豪縱自信顧盼自雄的奪人氣
勢，那種行雲流水妙論橫生的話語風度，那種一匡澆漓、
復歸淳正的文化雄心，那種 「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自
在逍遙以及那種 「臨事制宜，從意適變」的行文特點，無
非是一個自開生面、獨領風騷的天才自由生命意志的自然
流露。

寫至此，筆者忽然想起了維特根斯坦的名言： 「天才並
不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光——但是他有一個能聚至燃點
的透鏡。」而范曾手中的 「透鏡」究竟是什麼呢？我想，
這 「透鏡」應為執一馭萬、致遠立極的宏通式的研究方法
與志隆往昔、道啟方來的天才洞見。
（作者：邵盈午，江蘇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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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士勳章騎士勳章」」

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
大道至明 筆墨日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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