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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梅体漫字
□周欣展

大别胜境

自2011年以来，梅国云创作了200多幅被称

作笔外意象的作品，这些作品从形态上可以分为两

种类型：

第一类是经过重构的单独或复合的汉字。例

如用放大的“车”字作形旁和“者”字构成一个新

“堵”字，等等。这些单独或复合的汉字经过巧妙的

构思已不同于一般的形态，但显然还只是字而不

是画。

第二类是由单独或复合的汉字构成的物象图

案。例如，“空”字像一佛徒打坐之形；“国足”二字像

一足球之形；“霾”字的上边形旁“雨”字用浓墨涂

写，占据了纸面大半部分，像满天雾霾之形，等等。

这些作品虽然融入了明显的绘画因素，但仍以汉字

为主要表意单位，没有脱离以字表意的轨迹。因此，

即使是有着明显画意的第二类作品，也难以归属于

一般的绘画艺术。

同样，梅国云的这些作品虽是汉字的书写却又

不是书法。因为作者已明言、作品也可证这些作品

的动机或目的并不在于追求汉字笔画间架的精妙，

并不在于追求汉字自身的审美价值。故而一些评论

者视之为在书法之外另辟蹊径。借用一句俗话来

说，梅国云的这些作品与书法原是两股道上跑的

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就两者的根本属性而言，

如果说书法是把汉字的书写审美化，属于写字的艺

术，那么，梅国云的作品就是把汉字的建构审美化，

属于造字的艺术。

梅国云的第一类作品是经过改造的单独或复

合的汉字，自然是以字造字，而第二类合汉字与物

象于一体的作品虽有明确具体的物象，但都是简单

的图形，同时，它们不是由工笔或写意的绘画造型

构成的，而是由汉字符号和少数非汉字的表形符号

（如人形符号、船形符号、路形符号等等）组合而成

的，并都用以表达特定的意义。回顾一下人类创造

文字的历史可知，这样一种由多种表形符号构成的

表意画面与人类最初的图画文字（文字创造的第一

个阶段）具有相同的方式，所以仍然可以归属于造

字的范畴。

文字——无论是拼音文字，还是语素文字——

都只是记录语言的普通符号，并不是艺术作品。所

以，要使汉字造字成为艺术，还需要创造性的审美

转换。而汉字造字的审美转换之秘密，从语言学、符

号美学的维度来看，就在于要利用汉字形与义相结

合的特点，使得一般的汉字符号再次符号化，即把

原有的形与义合成一体作为新能指，再去合乎逻辑

地指称其外在的意义（新所指），这样的汉字就成了

二重的符号，既保存了原有的字内之形义，又融入

了新颖的字外之意蕴。这样就突破了汉字与语言的

任意对应关系（汉字也可以用于记录日语、朝鲜语、

越南语，等等），而与字形之外的大千世界必然地联

系起来，为观者提供了多种解读的空间，从而实现

了汉字造字的审美转换。

简而言之，造字上的审美转换就是要利用汉字

形与义相结合的特征，将字形与自然、社会逻辑同

构的方面联系起来进行再创造，从而使得这些新形

态的汉字，不仅代表了原来相应的词语，而且又和

这些词语一道反映出笔墨之外的人生世相，表达出

作者的思想情感。

例如梅国云的《回家》，其中“回”字被改写为一大

一小相扣的双环，形如摩托车的后车轮部分，同时，

“家”字经改造后上半边形如车把，下半边形如前车

轮，这样的“回家”二字组合在一起，就成了一辆很多

农民工春节回家所骑的摩托车。因此也就突破了原有

的字形字义，反映了中国特有的亿万民众一起回家过

年团聚的传统习俗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心理。

由此可知，梅国云的这些作品炫的不是书法的

笔墨技巧，也不是绘画的造型能力，而是艺术性地

建构汉字（造字）的想象力、创造力。造字的审美转

换才是梅国云作品的目的和魅力之所在。至于书法

之精妙、绘画之传神，那是书法家和画家的事，对梅

国云而言倒是无足轻重的了（当然，一定的书法绘

画技巧有助于体现其以字造字以字作画的巧妙构

思）。

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原是苏轼、黄庭坚为宋诗

的创新而提出的两个基本原则，其含义简而言之就

是把陈旧转化为新颖，把通俗提升为高雅。梅国云

在汉字造字的审美转换上也非常突出地体现了这

样的特点。

以故为新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梅国云在再造

汉字时灵活运用了汉字造字的古老方法，使之成为

了艺术创造的手段。例如，他的标志性作品《双福》

就是再造了一个以原有的形旁居中、以原有的声旁

分列其左右的新形声字。再如，“时”字本是一个简

化的形声字，但梅国云将声旁“寸”字化为一人形而

紧拉“日”字，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会意字。这样的造

字方法虽然古老，但能够为作者施展才华提供最佳

方式，从而源源不断地创造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审美

性汉字。

以俗为雅的一个典型表现则在于，梅国云在民

俗字的形式中融入了巧妙的构思、健康的情趣和严

肃的思想，拓宽和深化了民俗字的艺术对象和艺术

表现力，从而使之获得新的审美升华（这也是以故

为新的反映）。例如，梅国云以象形方法把繁体“書”

字的所有横画拉长排齐，形如层层阶梯，隐喻着书

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的意义。再如，他把“旧”字和

“旦”字并列，其中的“日”字都画成圆形，从左向右

看，意味着旧日一转动，就变成了新日子；而从右边

向左看，意味着今日一转动就变成了旧日子，巧妙

地体现了新旧之间的辩证关系，很富有理趣。

鉴于前述对梅国云作品的艺术属性和创作特

征的分析，并参照上世纪20年代称呼著名画家丰

子恺的漫画为子恺漫画的艺术史先例，我们或许可

用“梅体漫字”这四个字为梅国云的作品命名。以

“漫字”为中心语，可以反映梅国云的作品既非书法

也非绘画而是一种汉字造字艺术类型的根本属性，

以“漫”字来修饰“字”，则可以反映这种造字艺术在

构形上的表现方法及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与漫画

最为相近相通的审美特征。至于以“梅体”来限定

“漫字”，自然是因为这些作品体现了梅国云的个人

原创性和独特的审美趣味，同时，也意味着其他人

也同样可以创作出富有个性的漫字来。

生肖文化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现象，郭沫若先生即在《释干

支》一文列举了中国、希腊、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的十二生肖的历史

源流和文化传承。

中国的十二生肖起源于远古先民的十二兽纪历法和原始动物图

腾崇拜，早在万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就初具雏形。十二生肖文化从亘

古蛮荒时代走向昌达文明的现代，历久不衰，成为中华古老文明的重

要文化因子。十二生肖的诞生对古代历法的创制、阴阳五行哲学观念

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今年恰逢戊戌狗年，所谓义犬忠勇守平安，具有美好的吉祥寓意。

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其视觉、听觉、嗅觉十分灵敏，喜动易

醒，善于守夜，是人类最早交上的动物朋友。

狗因独特的习性，被人类赋予“忠诚义勇”的美好寓意。古往今来，

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有狗的形象出现。

生肖狗印历史也很久远，自汉以下，代有佳作。

笔者以为：生肖印的创作是以图像化的语言直接表述主题内容，

以人的视觉经验为基础，运用简洁的造型手段，透过图形的表现来发

掘深层次的寓意，激发受众的情感联想和认同感。以意生象，以象生

意，富有创意。

具体来说：首先，对物象的形象和神态要有总体的把握，不拘泥于

写实，通过简化、概括、夸张、变形的手法提炼出物象的典型性造型。其

次，对典型造型加工、改良，以突出其线性形象，使之具有书写的线条

美。再者，在章法布局上符合疏密、虚实、对称、平衡的要求。最后，以犀

利流畅的刀法刻之。

总之，一件好的生肖印作品应当造型生动、富有笔墨趣味和金石

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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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登高，远尘清心之功。华夏锦绣，江山多

娇，无一处山水无诗，无一处山水不可入画。对景

写生，师法造化，象取笔下，趣生纸上，人景相融，

物我两忘。所谓“丘园养素”、“林泉清心”。写生

之行处，大别山的松风石骨，新三峡的烟云关山，

海南红树林的藤树蔓枝，青海黄河源头的丹山碧

水，神农架的原始秘景，大洪山的古银杏群落，云

南腾冲的古今传奇，湘西侗族古寨、千载商城……

各具其美、独秀天下。置身其中，受其蒙养，胜景

大观入胸襟，山川奇峰出笔端。在人与山川的交

流对话中，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转换再现。春节

在海南写红树林，过往观者驻足交流，纷说写生画

比实景生动，比照片好看。写生过程就是人与景

观共美、作者与观者同乐的过程。造化教我学丹

青，我画山水传名胜。

林泉模写，熔铸古今之法。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名山大川是古今墨客心仪倾情

之处，名诗名画的摇篮之地。同一景观，应物模

写，寻其流溯其源，吸古纳今，滋养自我。长江三

峡、诗意画境，风雅冠世。祭祀云神，屈子有“烂昭

昭兮未央，与日月兮齐光”之辞；观云揽胜，宋玉有

“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忽兮改容，不可称论”之赋；

感怀朝霞疾流，李白吟“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

陵一日还”之诗；托云水述怀，元稹有“曾经沧海难

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之绝句。近现代山水大家

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等，都师法三峡，

创作出大量经典之作。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

诗。三峡诗画，乃华夏瑰宝。丁酉谷雨，余赴三峡

写生，暮春时节，云行雨作，峭壁直插云天，云涛吞

吐群峰。白天写景，夜住农家，乡亲讲女神山鬼神

话、先圣诗话故事，神飞色舞，沁人心脑，云从三峡

生、三峡云故乡的胜景大观顿然入胸。遂取先圣

赋诗之意、古今山水之法，作《峡江烟雨图》。

林泉品读，蝶变自我之路。山水临观，四时不

同，朝夕各异；山水正侧，每看每异；山水远近，每

移每异；山水阴晴，每时每异；云之舒卷，泉之隐

现，林之枯荣，一山而兼数山意态。山川之美，在

于无穷变幻，景因变而灵秀，画因变而神逸。追造

化之变，写山川之美，是山水画的人文精髓。深秋

大别山，日朗气清，山体紫气缠绕，层林色彩斑斓，

村舍黛瓦白墙，田园袒露胸怀。秋染大别山，明净

摇落，剔透入胸，余移景构图，集景写美，以骨法用

笔，淡浓用墨，衔接用水，相宜用色，绘就《秋染大

别山》《松石图》《笔架红叶》等作品，笔简形具，神

完韵致。自我觉醒、自我更新，源于山川蒙养，得

于应变机缘。《易》曰：“易者，变易，简易，不易也。”

古今贤者达士，寄兴笔墨，假道山川，不化而应化，

无为而有为。谢赫点刷精研，随时而变，立丹青

“六法”；王维蓝田别业，绝响《辋川图》，画坛开南

宗；荆浩遍赏洪谷，描本数万，“六要”、“四势”作弘

论；郭熙方外游观，“三远”构图泽后世；黄公望描

摹青山白云，《写山水诀》独树高标；石涛沃看黄山

十数载，《画语录》一石惊天。理从造化来，法于应

变生，功自经世得。丹青学海，应变作舟，造化树

标，鼓传承鼎新之帆，圆东方既白之梦。

丁酉岁，余外出写生一百三十七天。五月上

旬，恩师李公宝林批改画稿，以技论道，拨亮心灯。

岁末整理画稿，复观日记。湖北美术学院梁远刚、

徐勇民、许奋、秦岭、朱国栋等老师评点作品，温故

知新于前，点迷解惑其后，有感肺腑，体悟于斯。

林泉澄怀
□刘友凡

2月6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

的“匠心传承——徐竹初、徐强父子木

偶艺术展”在京开幕。此次展览展出了

徐竹初、徐强创作的300余件（组）木偶

艺术作品，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漳州木偶头雕刻”的艺

术神韵与文化内涵。

漳州木偶头雕刻是我国民间工艺

美术中极富特色的艺术瑰宝，2006年

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漳州木偶雕刻

及制作的流传是以师徒相继的

形式，尤其以家族传承为主，徐

氏家族木偶头雕刻是漳州木偶

头雕刻的典型代表。徐氏木偶

作品以福建“北派”布袋木偶为

主，兼及提线木偶、铁枝木偶，

表情丰富细腻，衣饰精致严谨，

在2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得

闽南人的喜爱。徐竹初、徐强

在秉承祖辈传统技法的基础之

上，融入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

体察与思考，兼顾舞台表演与

审美欣赏的双重需求，在木偶

造型和神态的表现上进行大胆

的探索与改良，塑造出大量

超越前代的木偶艺术精品。

此次展览分为“雕偶世

家——徐氏木偶雕刻传承与

技艺”和“以形写神——徐氏

木偶形象”两个单元。在第

一单元中，观众不仅可以欣

赏到徐竹初、徐强的木偶代

表作，还可以详细了解漳州

木偶头雕刻的传统工艺流

程，以及完整的木偶制作过

程。第二单元展出“漳州木

偶与当地民俗”、“众生神

采——生、旦、净、丑”、“掌中

乾坤——漳州传统木偶戏剧

目”3个部分，颇具特色。展

览还展出了一座漳州传统布

袋木偶戏台，配以木偶，完整

地展现了传统布袋戏的演出形式。

主办方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

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

智慧的结晶。希望以本次展览为契机，

充分展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弘

扬潜心手艺、甘于清苦、传承文化、追求

卓越的工匠精神。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4月6日。

（王 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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