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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灵曼妙 雅正脱俗
——浅谈冯宝麟的书法篆刻艺术 □李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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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郝明森出生于陕西镇巴县赤南长龙坪

一个农家小院里，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对剪

纸艺术的兴趣源自一次偶然的机会。那时，刚满5岁

的郝明森跟父亲去赶集，看到墙上的墙报，上面用红

纸剪出各种花草鱼虫等图案做点缀，在白底衬托下

栩栩如生。郝明森一下就被迷住了，缠住父亲给他买

几张红纸，说要学剪纸。如今虽已过去40多年了，郝

明森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看到那些剪纸作品时内心

的强烈震撼。

从此，剪纸艺术的“根”就在郝明森心中深深地

扎下。每天下午放学后就缠住母亲教他剪花，自己不

停地摆弄小剪刀。他说，自己结缘剪纸也是因为自幼

受母亲的熏陶。母亲的剪纸手艺，颇受邻里赞誉。他

耳濡目染，从小便酷爱绘画和剪纸。“我的母亲偏爱

剪纸，心灵手巧，不用画稿，一把剪刀便能随心所欲

地剪出各种窗花、喜字、花鸟、昆虫以及各种小动

物。”

1992年，郝明森被陕西省商洛师专（学院）艺术

系录取，就读美术教育专业。开学不久，学校举办画

展，郝明森就把假期中创作的《巴山婚纱》交了上去，

顿时在学校引起轰动。他用手中的剪刀与彩纸与老

师和同学进行交流，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在校团委举办的学雷锋活动中，郝明森

又摆开纸和剪刀，现场传授剪纸技艺。1994年6月

即将毕业时，在学校举办的毕业汇报展系列活动中，

“郝明森剪纸艺术展”也成为活动之一，他举办个人

剪纸展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郝明森是将“雅”与“俗”两个字合二为一的代

表。他平时忙于工作，工作之余就“玩”剪刀。他的剪

纸作品离不开大巴山区的节日风俗、人生礼仪，他在

参加民俗活动中寻找灵感，把眼睛看到的变成剪纸

作品——窗上贴的喜庆窗花、门上贴的福字、绣花的

原始底样，那些图案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有鱼有鸟，

有的还抽象化以寄托一种信仰或期望。“这幅是

1993年在学校参加全国剪纸大赛剪的，原作足有

15米长。”郝明森指着一幅名为《百牛图》的剪纸作

品说：“我父亲是个养牛专业户，我长期与牛作伴，就

琢磨着如何让形态各异的牛变成我的剪纸作品，这

叫捕捉灵感出作品吧。”

在郝明森眼里，生活就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而

他巧手里的剪刀又把这些多彩的图画变成了一张张

惟妙惟肖、一件件感悟生活的剪纸作品。自1992年

以来，郝明森自练自悟，简单的图案就采取直剪的方

法，复杂的图案就先勾画一下基本线条。他不仅擅长

单色剪纸、还擅长套色剪纸。他将自己的亲身感受在

作品中直接表达出来，把陕南人们的民风、民俗、生

产、生活、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创作出大量生活气

息浓郁的优秀剪纸艺术作品。他的作品构思颇具创

意、构图精巧、线条流畅、色彩明快，人物造型生动、

个性鲜明，内容涉及民风民俗、传奇故事、翎毛花卉、

鸟兽虫鱼、喜丧节俗、草木动物等多个品种。他还出

版过不少剪纸画册，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具有深厚

的民族文化内涵。

对郝明森而言，家乡的土地哺育他成长，赋予他

灵性，更点燃了他的梦想。他在这片土地上跋涉着，

在耕耘中沐浴着春光，举手

投足间彰显出个性的魅力。

他说，大山里相对于外面的

世界宁静了许多，而宁静是

构思的好朋友。如果没有宁

静的环境，也许自己学不到

更多的民间技艺，也写不出

书、出不了画册。

郝明森游走于生活与艺

术间的洒脱自如，也独属于

他的个性化，蕴含着个人感

情和体验。这一切都源于他

热爱生活，又赋予生活新的

“生命”——将其变成剪纸作

品，会让你“不可思议”。

“字如其人”，温文尔雅、温厚内敛的冯宝麟

为自己的书法和篆刻艺术注入的也是那种纯净、

典雅而又具有华贵感的雅气和逸气，不激不厉，

有君子之风，有入世的温情也有出世的超脱，耐

人品味。他不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不求以张扬

和怪变让自己彰显，而是逆当下“时代书风”的普

遍倾向，苛守古意中的精髓，反而成为了一种有

坚守和标识意义的存在。我相信，时间会让冯宝

麟的艺术价值得到更多的认知，在《史诗·前言》

中，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曾就文学和文学批评发

言：“随着我们的社会（迟缓地）改变偏见和不公，

如今所谓的‘相关性’，不出一个世代，便会被弃

掷在垃圾桶。文学与批评界的时尚人士总会有衰

退过时。”这一评判也应适用于一切艺术领域，任

何丧失本心、本意的追与傍都终将随时间的冲洗

而化为沙砾，它们不会留下半点遗迹。而那些真

正具有品格的艺术却可在沙砾的洗净之后得到

呈现。我相信时间，正如我相信冯宝麟的艺术具

有其耐久性。

平和中庸、意求雅正曾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主

调，也是书法艺术的主调，历代书家、画家的个性

彰显、求新求变也均是先在这一源头上建基，变

不离宗，有源有流可追溯……而诸多书家也多是

大学者、大诗人，在他们的书写中当然不会止于

技，止于线和线的运用，而是“不仅字的艺术成熟

了，而且胸襟学问的修养也成熟了，成熟的艺术

修养与成熟的胸襟、学问的修养融成一片，于是

字不但可以见出驯熟的手腕，还可以表现高超的

人格；悲欢离合的情调，山川风云的姿态，哲学宗

教的蕴藉，都可以在无形中流露于字里行间，增

加字的意味”。（朱光潜语）是的，只有至此，书写

才至化境；至此，他的书法艺术自然会化掉躁气

和浮华，即使在书写中这位书家满腔忧愤。冯宝

麟的书法、篆刻走的正是平和雅正的路线，气韵

生动，健劲工稳，娴雅庄美，空灵曼妙，气息醇和，

意味隽永。阅读冯宝麟的书法、篆刻如同是在品

一杯上好的茶，它会让人回味良久，其香久久不

散；它会让人心生欣喜，却止于会心，融于会心，

让人更深地沉入在艺术之美中，而无半点儿的

“变乱”。我赞赏他的工、稳、健、美，其实更赞赏的

是他在书写中的静谧感和节制，他接续的，是中

国书法艺术“原始的大美”，更是中国文化精神

“原始的大美”，是对文化精髓的内在吸纳与沟

通，在当下“躁气横流”的时代，他的艺术更为难

能可贵。

那种安静，那种静中流动出的美，如非出自

心性，做是做不出来的。

作为艺术，我更欣赏这份价值。它贵比黄金。

作为篆刻家，冯宝麟尤擅小篆。他的小篆书

写主要有两种，一种为玉箸篆，另一为铁线篆。它

们各美其美，各有不同。铁线篆，冯宝麟强调的是

其骨骼之坚之韧，圆起圆收，它更纯粹、简洁，中

庸平和，柔美中见雄强，雅正中含轻盈，不纵不

僵，有庙堂之气，“如春花舞雨、轻云出岫”，更为

突显的是书写的静安与从容。我从冯宝麟的铁线

篆书写中似可体验到那种所谓如锥画沙的行笔

状态，它在圆和润中也包含着凝和滞，它在“克

服”凝和滞的线条运行中更艺术地达至了圆和

润。书中收录的“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

甘”联句即可证我所言非虚。而《温庭筠诗“利州

南渡”中堂》采用的是玉箸篆，不过这是冯宝麟加

注了个性“改造”过的玉箸篆，有了对笔墨情趣的

强调，有了轻重的变化，而入笔、行笔也加入了现

代笔墨的趣味、灵动和“偶变”，它更“本色”，更性

灵。它较之传统玉箸篆书写增的是性灵和逸趣，

增的是自如自在。冯宝麟的铁线篆更重古格与法

度，它深入、内含、温润、娴美；而玉箸篆则更重灵

动和个性，它丰富、性情、逸致、自在，在师古的前

提下加入了现代性。这样，在小篆的书写中，冯宝

麟就拥有了“两套笔墨”，两种有区别的表达方

式。作家、书法家朱以撒曾这样评价：“他很细致

地在笔画的流动中做出变化，使固定造型的篆

书，在固定的线中生出一些活跃的气息。一字之

中可见造型重心之正，线之平顺、均匀，显见了书

法家书写的成竹在胸、轻松自然……”

我们由此可见，冯宝麟重古师古，愿意在古

典中不断深入，从古意中取个人所需，取精神内

核，但绝不泥古，绝不被法度所困。他取技法和精

神的精髓，而同时在意“现代性”和自我个性的注

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共融相生。

除了篆书，冯宝麟还有一类非常有个性、有

独特面目的隶书书写，《惠风和畅横幅》《厚德载

物横幅》《古人联句横幅》即是。如果说冯宝麟的

篆书“守”的成分重于“变”的成分的话，那他的隶

书则恰恰相反，“变”的成分远大于“守”的成分，

他不仅加入篆书笔法，甚至加入了“漆书”和某些

民间砖石刻文的笔意，不再强调隶书的“燕尾”而

是收力平出，在视觉上冲击力大，特点鲜明。相较

于他的篆书，这类隶书的书写在保留温润、雅正

的同时更具风骨和气魄，刚健的、率性的成分也

得到了强化，其“装饰性”甚至更强于他的篆书，

但无半分造作感。在我看来，书法、篆刻作为“线

的艺术”，装饰性对它从来不是贬义词，技法学习

更多是对“美”的装饰性的学习，所谓结体，“中

宫”，中锋、侧锋的使用，所谓起笔回锋，所谓使转

行气，所谓“八面出锋”，无一不是对美的装饰性

的强调……所有的美都是具有装饰性的，我以

为，只是装饰性有品位高下之分，它对度的要求

极其严苛，不能变得“乔张做致”，变得花哨，堕入

流俗。而对装饰性“度”上的掌握，更多依赖书写

者的胸襟气象——这一点，恰也是我们反复强调

书家、画家和艺术家需要不断加强自我文化修

养、努力提升自己文化品质的原因所在。大书家、

大画家应当有丰厚的知识储备，有良好的人文修

养。在隶书之外，冯宝麟还有一类楷书的书写，像

收录在本书中的《题砚拓小品》与《秦观词踏莎

行》——冯宝麟的楷书并不取唐楷的面貌，不强

调那种苛刻的法度严谨性，而是楷、篆、隶笔法

“杂糅其中”，丰神流动，率真随性，顾盼多姿……

如果说冯宝麟的篆

书多雅正娴舒，古

意沛然，有庙堂气，

那他的隶书则骨骼

健奇，孤傲俏丽，隐

约可见勒石的雄浑

苍辣，适为大字榜

书；而他的楷书则

以小品为妙，它更

自然自如，面目清

新，有书卷气。

对于冯宝麟的

艺术之路，更应着

重言说的应是他的

篆刻成就。他的圆

朱文篆刻取意王福

庵、陈巨来等大家，

兼收并蓄，广纳博

取，“法古思变，创

新能典”，形成了独

特而具有经典性的

个人面目，并对众

多年轻印人产生了

影响，渐成一派。记

得在一次讲座中作

家乔梁曾说过一句

片面却深刻的话，

他说一个作家的影

响力并不看你影响

了多少人、影响了

多少大众，那是不

做数的，“真正标识

作家成就的，是看

你 影 响 了 多 少 作

家，影响了多大的作家”——窃以为，这句话，在

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也同样适用。只有开始对

书家印人有影响、对本专业内的优秀同行构成了

影响你才算是“有了成就”。

收入本书的冯宝麟篆刻以圆朱文为主，偶

有满白文或古玺的出现。其圆朱文印的入印文

字，即最具冯氏风格的铁线篆书。对于铁线篆，

冯宝麟谈到，“铁线篆是篆书中的极品，它从《泰

山刻石》《峄山碑》《琅琊台刻石》基础上演绎而

出，因点画皆为线状，且瘦劲如铁而得名，它保

留了秦小篆典雅、唯美、纯粹的物质并使之更趋

极致化，使这一书体的本质精神和艺术气息得

以升华。它的魂魄是高古的，承袭斯冰遗韵；它

的形体是唯美的，崇尚简洁纯粹；它的境界是高

妙的，耐得品味”，“圆朱文的追求是很单纯的，

它的发展轨迹是形式越来越丰富，但用来表现

形式之美的方式却是越来越简约、越来越单

纯”——在冯宝麟的圆朱文篆刻中，我们当可见

它线条上的简约、单纯，而这简约、单纯却处处

见精心，线条间的疏密、曲直、借让、顾盼都可谓

“精细入微”，然而又显得极为自然天工。它以刚

健婀娜的线条、清爽娴丽的韵致、倜傥典雅的意

趣为胜，石的坚硬和线的柔媚同时呈现，刚柔相

济，尽显雍容与雅致。在谈论篆刻大家王福庵、陈

巨来治印艺术的长文中，冯宝麟曾这样评价二位

“先师”：“王福庵是一位饱学的儒士，温文尔雅，

不激不厉，以平和中庸为其风格指向；陈巨来则

是一位狂狷的才子，挥洒性情，无拘无束，把本色

张扬于孤傲俏丽的印风之中”……可以说，冯宝

麟的篆刻风格取法自王福庵、陈巨来等先贤，又

能匠心独运，多出了自我性情上的挥洒，故而渐

成“冯氏家法”。

拉杂说了许多，一家之言，不知是否对大家

欣赏冯宝麟的艺术有益。有人说艺术的批评者应

当是那种“指认被我们忽略和错过的风景的人”，

而我自觉，我能说出的，远不及冯宝麟做到的万

一，时间，还是留给他的艺术自身吧，我相信它呈

现的远比我说出的要多得多。

阑珊灯火处谈周易

铸宝钟祈眉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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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至22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文史

研究馆、中国美协、辽宁省文联主办，辽宁省美协、辽宁

美术馆、宋雨桂艺术馆协办的“大象无形——宋雨桂水

墨艺术展”在国博举行。为充分展示宋雨桂一生的艺

术成就，本次展览通过向中国美术馆、中央文史研究馆

等多家机构借展的方式，共收集了120余件宋雨桂的

艺术精品，集中呈现了其水墨艺术的探索与实践。

宋雨桂是当代中国画坛的佼佼者，在山水画和花

鸟画领域的艺术创作中匠心独运、意境幽深，占有独特

地位，作出独特贡献。他自幼随母习画，1960年入鲁

迅美术学院绘画系预科，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版画系，

后参军入伍。1979年调入辽宁画院任专职创作员，

1980年以作品《故乡恋》引起美术界关注，自此多次参

加全国美展并获奖，多幅作品被国家收藏。他创作的

《黄河雄姿》完美呈现了黄河一泻千里、气吞山河的磅

礴气势，在当代美术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雨桂的艺术创作，可谓中

国传统绘画向现代形态转换过程

中的一个成功案例。他创作的山

水画深刻领悟大自然真山真水的

特点，广泛吸取古代艺术经典的

养分，充分运用当代绘画语言，把

写生取景与传统技法有机结合起

来，气象森严雄秀，既不失古代传

统法则工微谨严的特点，保持了

中国画的传统精神气质，又糅合

了当代水墨用笔刚健、披皴丰富

和大胆的泼墨泼彩技法，具有鲜

活的现代审美气息，以令人震撼

的全新笔墨和豪迈挥洒的艺术才

情描绘出新时代的新气象，推动

了当代主题性宏观叙事山水画的

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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