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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作家、书法家王维亚每出新

著，余即秉烛拜读，尤其关于碑刻文化

方面的。之前有《镌刻石头》《悟对西安

碑林》《从石门到九成宫》，读之欣喜、激

动，有大启悟。今读其新著《五墨共

舞——北朝造像题记书法艺术随想》，

欣喜激动启悟之上，又增一层惊奇与慨

叹。维亚对民间书写的把握和提纯，上

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书之啓首，荡得很开，又收得很紧，

正合了一种书写法则，叫开合有度。先述

时代背景，说北魏的缘起拓跋人和鲜卑

山。怎么说呢？维亚当然深谙枢机，懂得

历史是由事件构成的、历史的拐点是由

标志性事件构成的道理。于是说西晋内

乱与并州刺史刘琨借兵北境，拓跋氏北

魏的强势崛起和北来，王室和王公贵族

之南迁或西流等等，都是一个个具体的

小事情来推进的。在一派举重若轻、娴

熟轻灵的文笔营造出的历史文化大背景

下，轻松自然地推出了北碑的书写。

北朝的书写是游牧文化与中原文

化碰撞交融的产物，显然与南迁汉人所

谓正统的书写面目风格有着极大的差

异。但昔日的对立在今天看来却异常珍

贵，它们构成了汉字书写的丰富与宽

博，为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个时代

的贡献。

北朝书写的传承方式主要是刻石，

有摩崖、碑碣、墓志、造像记等。由于功

用及性质等因素，使得造像记这种刻石

形式的书写畅达自由，最能表现人的心

性，也最具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北朝造

像记之遗存，是灿若繁花的书法艺术园

地中的一枝独秀。维亚述说北朝刻石，

舍其他而专事造像记，可谓慧眼独具。

点面结合，面上概括提炼，点上深入

挖掘。既有丰赡之面貌，又有深入骨髓之

精神，是该书的一个特点。且看：“鲜卑

人，草原民族，世世代代看一望无际，看

远去的草原天空的遥远在渐渐交融，心

胸瞬间广大。大块肉，大碗酒，对大山放

歌，对牛羊抒情。然后纵马驰骋。其性情

是豪放的，行动是果敢的，连同他们迅捷

的思维，一起便融入他们的笔墨，这里边

有刀光剑影，也有一往情深；而中原民

族，相对固定地生活于高山、河流、大地

与村庄之间，春种秋收，生活稳定，形成

了温和良善、不急不躁的性格和文化心

理。所谓儒家之中庸之道，一旦进入笔

法，便是含蓄中和、雅逸冲淡的艺术面

目。”这样高深抽象的书法精神，又如何

落到汉字书写的一个具体的点上呢？“一

个竖弯钩，鲜卑人和汉人的处理方式便

大大不同。汉人入笔多藏锋，然后调锋，

中锋直下。弯处圆着走，到钩处要稍扭

挫，再控制出锋。还未结束，还要把送出

去的锋再下意识地回一下。于是，字形笔

画温文尔雅，不激不厉；而用惯马刀的鲜

卑人，一定要把笔锋朝着一侧横切下去，

形成方笔。不用调笔，直接拉下来，形成

明显的侧锋。弯时侧锋稍往下送一点，暗

换成另一个侧锋写横。钩时一驻，又侧着

趯出去。笔法如刀，凌厉刚猛，绝不瞻前

顾后。即使写一点，也若高空坠石，带着

棱角和涩拉拉的毛边，迅猛而来。”说老

实话，若论汉人和鲜卑人书法的风格区

别，一般研究者可大致说出，但要把书法

风格和精神落到用笔的细微末节处，以

深入大地的沉着笔法去向天空张扬起

来，一般人就勉为其难，甚至不得要领

了。维亚有几十年的临帖体会，于反复揣

摩中得此妙悟。这是其独有的心得和独

有的贡献。

再譬如述说南派书风和北朝书写

的不同时，维亚是这样来叙说的：“又似

一源二水。一条河流向了广阔平原，波

澜不惊，和缓宁静；而另一条河流选择

了山涧，辗转腾挪，奔腾跳跃。风流蕴藉

风规自远与春云葱笼万千跌宕。两种美

的景象共同构成了汉字书写历史上一

个绚烂的篇章。”文字之优美，说理之到

位，清晰而动人。

维亚在极为纵深的书法大背景下，

以习书几十年的专业眼光，对龙门二十

品的官家书写和之外的民间书写的美

学特征，进行比照研究，细到用笔、结

字，气息韵致到总体风格，都给出了恰

当的结论。官家造像题记的书写庄严，

端正，谨严内敛。民间造像题记的书写

自由，奔放，浪漫热烈。指出南派乃江左

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中原

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学字不妨写

写碑，临临帖，兼而习之。碑健其骨，帖

养其气，笔底下新的感觉就可能出现。

碑与帖原本不是对立的，内里是完全可

以融合统一并出新的。维亚良苦用心，

又似在用尽气力，矫正着书法史轻视的

一个巨大问题，即民间书写。

关于此题的论述，有分析，有创新，

有新结论，但表述方式绝非纯学术性的，

但又是学术性的，不是今日新八股式的

学术表述，而是像中国古代文论中刘勰

和钟嵘式的表述，亦像现代美学大师宗

白华式的表述。用山水风物、比喻、抒情

来达意达理，读之如观起伏的远山，如临

跳跃的溪水，不觉让人怦然心动。

维亚特别列举了弘一和林散之两

位大师，在碑与帖之间极尽功力融会

贯通，终成自家风貌的成功范例，叙

说习书过程碑帖结合的诸多奥妙。体

会之深，认识之准，表达之清晰，非

寻常人可为。

阅读《五墨共舞》，感慨颇多，收益

颇多。对书法专业人士、文化散文写作

的专业人士以及爱好者而言，此书即可

开拓视野，又可汲取营养，还可借鉴实

践操作，实在是很有价值，可以学习，也

可以收藏。

为民间书写正名为民间书写正名
——读王维亚《五墨共舞》 □马玉琛

“桃之夭夭”金铃子油画作品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诗书画本是一家，以诗歌创作

为人所知的重庆女诗人金铃子，长期以来亦坚持绘画创作。

3月1日，“桃之夭夭——金铃子油画作品展”在798三度半

艺术空间开幕。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高洪波，以及商

震、曾来德、林莽、唐晓渡、王家新、董寓榕等诗人、评论家、

艺术家参加活动。

据介绍，此次展览共展出27幅作品，分别来自金铃子

新近出版的画册《桃之夭夭》的五个系列。其中，“落木”系

列的命名，来自于唐代诗人杜甫《登高》中的名句“无边落木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以果实和树木等为表现对象。

“凤兮”出自汉代作家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

乡，遨游四海求其凰。”创作原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鸡或

孔雀。“本象”系列作品则大多是变形的人体，以扭曲的姿态

给人无限的想象张力。“人面”系列作品的画面构成，如同面

具一般，是对潜意识的呈现。“兽影”系列作品的灵感则来源

于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

吉狄马加在开幕式上说，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艺术

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跨界进行创作的人越来越多。一个

人的创造可以是多方面的，他（她）既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

画家，还可能同时是一个书法家。我们之前更多地认识了

金铃子的诗人身份，而这次展览非常集中地呈现了画家金

铃子的创作成果。她的绘画和她的诗歌一样充满了想象

力。诗歌带给我们的是精妙语言、修辞及其背后的复杂隐

喻，而绘画通过色彩、线条提供给我们丰富的艺术感受。从

这些绘画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画家对于生命、创造和死亡等

命题的深入思考，看到了她把创造力发挥到极致之后带来

的艺术惊喜。

高洪波认为，有绘画才能的作家、诗人是非常多的。他

们在文字之外为自己寻找到了新的表达路径。金铃子是一

个诗人，她的画作也充满了诗意性。她有自己的视角、色

彩、线条以及自己思考的主题。她在画作中所表达的，不是

具体的人和事，而是对生活和生命的诗意思考。任何题材，

都是经过内心化的处理，然后才进入其笔下。这跟她的诗

歌创作是一致的。她在创作中想象丰富，敢于创新，用色

彩、线条调剂诗意，涂抹成斑斓的画面。

曾来德、商震等谈到，诗人充满了奇思妙想，当她把这

些奇思妙想用绘画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作品一定与其他画

家的不一样。金铃子的画在技术上也许不是十分完善，但

其中所体现出来的诗意性、随机性、想象力、灵性，却是令人

惊喜的。有时候，艺术创作讲究“新、奇、险、绝”，金铃子在

这些方面是有所追求的。她是用思想在作画，通过色彩反

映出一位女诗人的内心独白。她抛弃了原理和规则，大胆

构图、用色。这些飓风般的笔触，与其说来自她得天独厚的

直觉，不如说得自她对理性或规矩的傲视。我们会惊讶于

她对色彩及油画笔触的敏感控制，更惊讶于她借色彩及捉

摸不定的笔触组合所重构的幻象空间。

金铃子在接受采访时说，艺术创作就是观照人生和事

物的自由体验。写作和绘画用不同的语言，但言说的方式

是相通的。她喜欢古人的一个词“秘响旁通”。一个诗人如

果真能“秘响旁通”，使用什么技术就不是问题。在她的创

作中，写和画是右手和左手的关系，两者都在强调一种“抒

情性”。“抒情这一古老的诗艺可以说串联起了所有的艺术，

在我的绘画中通过物象而呈现。物象对象化的过程就是抒

情展开的时分，去发现去捕捉万物之美，哪怕它并非生活本

身，甚至是生活的对立面。可以告慰的是，因为抒情让我们

御除了包裹在生活表面的坚硬的盔甲，让我们明白，柔软是

生命多么弥足珍贵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抒情在诗画

中并无不同。”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至善。”金铃子说，一个不热爱生活

的人、不善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她热爱生

活，怀着感恩的心对待生活、对待创作。她大多数的艺术作

品是经过多年酝酿和创作才完成的，有些作品甚至用了十

年时光。要用力，花才会开。在未经规则损伤的想象力中，

生命的强烈性才可能得以充分地体现。心枯萎的时候，人

生就会没有意思。她想画更多有意义的画、有意思的画。

据悉，“桃之夭夭”展览将持续至3月30日。

凤兮系列7

落木系列25

梅 落木系列28 落木系列21 凤兮系列3兽影系列2

人
面
系
列
十

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记

解伯达造像记法义兄弟姊妹造像记

秋进和造像记

王永安造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