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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術學院日前迎來百周年校慶日。據悉，
今次央美百年校慶共有「百年輝煌，校史建館」
「名家大師，立像校園」「悲鴻生命，空前大
展」等十大活動。其中，「徐悲鴻藝術大展」為
徐悲鴻先生首次大型、綜合、全面回顧性質的研
究展。被徐悲鴻視為「悲鴻生命」的千年名
畫——《八十七神仙卷》真跡亦在展廳內首次全
卷展出，展期僅3天。同期舉行的還有該校百年
校慶精品展，展出作品140餘件，幾乎囊括了近
現代中國所有藝術大咖作品。
據悉，央美百年校慶主要包括「百年輝煌，校

史建館」「名家大師，立像校園」「悲鴻生命，
空前大展」「國家形象，設計彰顯」「時代丹

青，經典永傳」「典藏十卷，學術領銜」「學院
大獎，樹立標杆」「師生同繪，寄情百年」「金
幣郵票，珍貴紀念」「校友歡聚，展望明天」十
大活動。
其中，該校首任院長徐悲鴻先生的大型、綜
合、全面回顧性質的研究展：「悲鴻生命——徐
悲鴻藝術大展」正在中央美院美術館展出，展期
持續至4月22日。此次展覽從他所藏12,000餘件
中國歷代書畫中，精選60餘幅精品，涵蓋從
唐、宋、元、明、清，直至徐悲鴻同時代的名家
作品。包括充滿傳奇色彩、藝術價值極高的《八
十七神仙卷》，該畫距今已千年之久。
《八十七神仙卷》卷尾附有1948年重新裝裱

時的徐悲鴻、張大千、謝稚柳、朱光潛等人的七
段題跋，加上題跋裝裱全畫總長超過十米。該幅
作品此前從未完整展出過，最近的一次展畫（半
幅畫展開）是在10年前。
同期舉行的還有「與時代同行——中央美術學
院百年校慶精品展」，此次展覽共帶來國畫、油
畫、版畫、雕塑等經典作品140餘件。展覽將
《怒吼吧中國》《開國大典》《天安門前》等一
系列人們耳熟能詳的經典畫作同置一處，不僅勾
連出這樣一幅恢宏畫卷，還幾乎囊括了近現代中
國所有藝術大咖，從李毅士、吳法鼎、齊白石、
徐悲鴻、林風眠，到張大千、李可染、董希文、
靳尚誼、詹建俊，無一不是在新中國美術發展史

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藝術家。
此外，中央美術學院還４月1日為蔡元培、鄭

錦、林風眠、徐悲鴻、吳作人等28位著名藝術
家和教育家立像，雕像將永久坐落於校園。
據介紹，中央美術學院的前身為1918年成立

的中國第一所公立美術學府——國立北京美術學
校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第一個藝術教育機
構——1938年創辦的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
百年來彙集了包括齊白石、徐悲鴻、常書鴻、黃
賓虹、陳師曾、林風眠、蔣兆和、龐薰琴、聞一
多、朱光潛等一大批藝術大師和美術教育家。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中央美院百年校慶 藝術大咖作品彙聚
千年名畫《八十七神仙卷》真跡首次全卷展出

■《從群眾中來到群
眾中去》，齊白石，
1950年。

■《八十七神仙卷》局部。 ■88歲齊白石題寫的「八十七神仙卷」卷名。

■展覽現場。

■《開國大典》，董希文，複製品，1952年。
■《齊白石像》，吳作
人，1954年。

近些年來，跨界藝術、先鋒藝術、創新
藝術呈現出繁榮發展的態勢，裝置藝

術的進步勢頭也得到了藝術圈的認可。對於
這樣的藝術發展現況，容浩然則從藝術基本
功和傳統價值的角度向記者闡述了他的看法
和觀點，也認為香港的傳統藝術發展必須深
入民間和草根、持續與內地深入交流。

持守傳統化的藝術立場
容浩然認為，各種不同的藝術門類，包括
中國傳統的書法、國畫等，都需要在時代的
發展中與時俱進、開拓創新，都需要能夠與
時代的具體藝術流變相結合。墨守成規並不
是中國傳統藝術獲得長足發展的根本。但是
容浩然特別向記者強調，任何藝術門類的創
新都必需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這個前提就是
傳統。他特別向記者解釋說，這裡的傳統並
不是從藝術風格、藝術流派的意義上去解讀
的，而是一種藝術能力和基本功。他認為，
若我們真要從藝術發展中領略到創新的意
義，則藝術工作者必需有堅實的基本功、刻
苦的藝術能力訓練和扎實的審美水平。具體
而言，若一個從事書法的人對於書法的各種
字體、對於中國書法的發展歷史毫無認識，
且這個人自身的書法能力和水平也算不上突
出，又如何在書法上進行創新？所以，容浩
然直言，傳統和基本功乃是創新的前提。畢
竟，這種傳統和基本功是經過數千年的中國
藝術史、文化史的考驗而形成的一種藝術準
則。
容浩然以自己兒時的經歷作為例子表
示，小時候因為家學的緣故，自幼就開始
學習書法。在上小學的時候，班主任老師
會西洋畫，因此也在老師的培養下習得了
西畫的本領。從那時起，容浩然書法和西
畫兩方面的基本功在每天都以刻苦的練習
而加以強化。就西畫而言，容浩然透露，
自己速度最快時可在一天之內畫數十張中
等大小的作品。

書法已是高雅藝術 盼普及化
對於本港目前的中國書法學習狀況，容浩
然並不表示樂觀。他非常直接地告訴記者，

書法在香港已經成為了一種高雅化、
精英化的小眾藝術，與大眾生活之間
仍然有比較長的距離。而要改變這一
現狀，需要多方的努力。
至於為何目前的香港會出現書法並

不是特別普及的狀況，容浩然認為與
當前的教育制度有極大關聯。他舉例
說，在中小學，學生們學習的是應付
考試的科目；而涉及到個人修養和素
質方面的科目，也多是和音樂有關。
書法作為一種和中國傳統息息相關的
藝術門類在事實上被邊緣化。容浩然
覺得，香港青年人的中文水平並不
高，這與香港經歷過的歷史有很大關
係。但他認為可以有非常好的方式去
提升中文水準。書法的學習其實和中
文的學習息息相關。他告訴記者，書
法是進入中文的一種特殊方式。在練
習書法的過程中可以加深對漢字以及
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賞析和理解，長
期的學習必然對提高中小學生的中文
能力有極大幫助。

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成為了容浩然引用
的例子。他告訴記者，自己曾經在台灣參
觀過一個展覽，其中的一些展品是古代科
舉時考生的試卷。他說，在中國古代，考
生在回答考卷的過程中，既要準確和高水
平地完成試卷，同時也要在試卷上寫得一
手好字，保持試卷的整潔，不能夠太過不
整潔地塗改試卷。因此，在中國古代，能
夠考中科舉考試的人，書法能力其實都不
低。這就是一種制度化的選拔方式對於人
修心養性的重大影響。所以容浩然認為，
不能夠讓書法僅僅成為高齡人士的休閒工
具，而是應當致力於推動書法的普及化，
如此才能夠讓本港青少年的中文水平和個
人修養有更大的提升。

致力推動文化交流
以書法為載體的文化交流是容浩然日常

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他向記者透
露，自己擔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之前便
一直從事和參與本港書法界和內地的交流
活動；而接任理事的兩年多來，更是深感
責任重大，有必要讓這種交流在民間社會

中生根發芽。
早在2006年，容浩然便成立了中國香港

書法學會，立足以社團作為媒介增進兩地業
界的往來。在容浩然看來，一個值得歡欣和
鼓舞的現象是學會會員的年齡開始逐漸年輕
化，也出現了一些高手。他向記者透露，一
個九歲的會員在一年中於本港的八個比賽中
取得了冠軍，也讓他看到了書法在香港未來
發展的希望。同時，書法也不能夠成為孤芳
自賞的工具，容浩然也帶領學會積極參與國
際交流。他曾經在馬來西亞為大專院校推廣
中國書法，並且以展覽募款的方式捐資協助
當地華文學校的建設。這一切在容浩然看來
都是書法家必須具備的社會責任。
香港特區政府有關傳統藝術的公共政策在

容浩然看來特區仍有極大的改善空間。他表
示，民間的交流始終是單一的面向，只有政
府全方位予以支持和協助，內地和香港的文
化交流才能夠更加深入。他直言，文化交流
不能夠停留於表面和口號，也不能夠讓交流
活動流於單一化和樣板化，而是要從更加專
業、細緻和面向下一代的角度出發，讓大家
更加深刻認識彼此，共同弘揚傳統文化。

容浩然容浩然：：
藝術的價值不僅在高雅藝術的價值不僅在高雅

作為本港兩位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之一，容浩然對於當前香港的書法、

傳統文化藝術發展和現狀有着自己較為獨到的見解和看法。他始終持守傳

統的文化路線和風格，認為這是恢弘與創新傳統文化、在本港普及書法等

藝術的一個根本所在。在接受香港文匯報的獨家專訪過程中，他表示，藝

術不能僅僅是高雅化，而是要普及化才有生命力和前途。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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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和本
港民眾參觀
中國香港書
法學會會員
作品展。

■容浩然書法作品之二。■容浩然書法作品之一。

■容浩然在
中國書法香
港學會會員
作品展中致
辭表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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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文化交
流。

■容浩然認為書法是親
近中文的方式，圖為他
寫下的王安石作品。

■中國香港書法學會會員作品集。

■容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