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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成 李骏虎

又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拉开帷幕。今年的全国
美展进行了诸多改革，如果换个角度从全运会的视野
看本次美展，我们又会有多少新的发现和感触——

四年一度的全国运动会开始了，这是体育界的

盛事，举国关注。社会各界都饱含着期望，也有着无

穷的期待，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随着宣布

开幕的一声号令，运动员开始入场。当运动员进场

后，人们发现上一届的冠军或打破记录的名将都不

见踪影，场上都是些陌生的面孔，有的还稚气未消。

由此，各种议论开始了。

场上的运动员都是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生产

建设兵团等选拔出来的。此外的很多人不屑一顾，不

参加选拔，还说风凉话；他们中确实有一些有水平、

有能力、有实力的人。也有几经努力，在几年间拼命训

练，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却没选上的，但自我感觉都

是怀才不遇。实际上全国运动会规定了各省市自治区

参加的名额，僧多粥少，有你无我，有我无他。因此，种

种不满还没等到全运会开幕就已经在各地流传。当

然，这也关系到选拔制度，而各种传说也开始流传。

这时候人们看到现在的全运会与过去的不同。

现在的规模不断扩大，改成在几个省市自治区分别

举行，有的省举办的是跳高、跳远，有的省举办的是

马拉松，有的举办的是铅球、铁饼，有的举办的是水

上运动，如此等等，这就有了不同赛区。规模的扩大

也是因时而变。一方面说明全社会普遍关注体育运

动，运动水平普遍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社会有普遍

的需求，希望扩大规模，能

有更多人参与，产生更多

金牌、银牌。而社会上也相

应有了许多培训班、提高

班，甚至还有专门的指导

班，形成了一个特别的产

业。与此关联的，各省市、

自治区如果能够取得举办

权，会带来设施的提升，带来城市的经济发展等等。

当然，也有益于本地区成绩的提高，更有益于本地区

活动的开展。而为了平衡各方面的矛盾，也为了发掘

一些特别的人才，尤其是兼顾那些具有综合能力者，

把各种能人列入综合赛区，各方皆大欢喜，又形成了

一种新的制度。

随着赛事在不同赛区的开展，人们看到了田径、

球类等在不同赛区的紧张激烈，时时有不同的信息

传出。而结束时，成绩公布之后，人们看到了成绩并不

如期待的那样，于是开始怀疑裁判员。为此，裁判们面

面相觑，都感到非常冤枉，因为这些运动员不是自己

选出来的；他们都经过了各省市自治区的选拔。所有

选手在经过各个层级的选拔之后，再到最高级别的赛

事上来亮剑。这之中裁判和运动员本互不相识，但有

些裁判对其中有些小有声名的运动健将是清楚的，包

括了解他们的一些习惯和竞技的风格，因为这之中的

不少人都是有的裁判单位所办培训班的老师。而裁判

是抽签抽出来的，直到开赛前才宣布，体现了公平、公

开、公正。比赛还特别强调了近亲回避制度——所有

裁判的子女、家人等近亲属不得参加；而他们如果想

参加比赛，那么裁判要主动退出。

客观来说，从制度层面上来论，相关制度的设计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然而，这是个庞杂的系统，百

密而难免一疏。仅就运动员和裁判员之间的关系而

论就相当复杂，所以说一切的制度只能是相对而言。

也因此，才会有各种议论的发酵。这时候人们才发现

全运会还是受到相当重视的，否则人们会置之不理。

管了、问了、批评了，说明还关心和关注。因此，不管

是多大的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它都是这个社会中

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时候人们也认识到现今的全国

运动会只是70年的制度的延续与发展，是四年一届

照常进行。所以，全运会不因其他因素而发生变化，

也不会因为某一项成绩远不如以前就取消某一个单

项品类，更不会因为运动员成绩整体下降而取消整

个活动。全运会照常如期进行，它是我们这个社会完

善体育运动、提升体育成绩，以及在专业方面的共同

依赖，和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相关联的一种全国性

的集会。而关于成绩的好坏，如果好，那当然更好；不

好也算正常，无碍大局。

这时人们再回首，看到那些在贵宾席上或者在

运动员教练席上坐着的，包括场上的裁判，都是曾经

的一些老面孔，他们是当年驰骋在全国运动会上的老

将，有的拿了金牌，有的得了银牌，有的还保持着记

录。因为他们的记录、他们的成绩，而让人们记住了他

们。而他们的一生也与全国运动会有着难以剥离的关

系。那些曾经风光在全运会上的名将，他们在功成名

就之后积极培养学生，并努力辅导学生参加全运会，

这也形成了全运会代有传人的传统。因此，他们虽然

换了角度，换了位置，但是，他们还有其存在的意义。

他们依然关注着青年一代的竞技成绩，他们依然饱含

着期望，他们依然在发挥作用和影响。所以，他们实际

上并没有缺席，他们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而已。

这就是全国运动会，这就是它在我们这个社会

中的一种合理存在。换个角度看全国美展，它不同于

全国运动会，虽然它们有体制上的相似性。其核心的

不同是运动会和展览会的不同，是竞技与艺术创作

的不同，是人的体能表现与美术作品的不同。而具体

来论，最主要的不同是：

运动的成绩主要是建立在与高度、长度、速度等

有关的具体数字之上，而美展中入选的作品是在经

验和审美判断的基础之上；

运动会上绝大多数比赛项目的裁判用计时器和

尺子、称、砝码来衡量，而美展中的评委没有一个可

以衡量的器具；

运动是以更高、更快、更强为价值观，是以极限

为努力的方向，而美术创作没有极限。

另外，运动会上的非依据器具来评判的项目，如

体操、跳水、武术等，裁判所秉持的公平、公开、公正

原则，依据的是职业道德、专业知识、经验累积、现场

发挥，其中难免有误差。美展与之相似。

梅国云王朝柱

叶培贵 丁一鹤

10月14日，“素履——董正贺书

法展”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开幕。本

次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

馆展览活动部主办，中国书画收藏家

协会协办。展览精选了董正贺书法作

品49件，涉及楷书、行书等书体，其中

尤为突出的是24张小楷“二十四节气

诗”，笔力遒劲、笔法丰富，是艺术家的

重要代表作品。“素履”典出《周易》，是

素心而行、素位而处之意，大致能总结

书法家几十年的心境、人生观念和书

法研习历程。

开幕式上，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闫

宏斌在讲话中说，董正贺在故宫工作

40余年兢兢业业，正气，安静，朴素，

她和她的书法成为故宫博物院的一张

文化名片。这也是一种时代匠心的体

现——工匠精神以匠心为本、品质为

重、创新为要，董正贺正是新时代中国

工匠精神的践行者。恭王府博物馆馆

长冯乃恩谈及艺术家投身书法教育事

业，为北京市六个区县中小学生教师

进行书法技法培训的经历，认为她的

为人处世就如同其书法一样，正气凛

然。这是出于一种骨子里对书法的

热爱，也是对中国书法艺术传承的责

任感。

董正贺是故宫博物院的专职书法

家，其父是书法家董石良，她幼承庭

训，之后又得到徐之谦、大康、刘炳森

等诸位先生的指导。她一直坚持书法

的正大气象，结体雍容端庄，章法法度

森严，用笔刚健周正，评论界称她的书

法“书存雍容之气，笔有庙堂之美”。

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馆、石鼓馆、钟表

馆、景仁榜、国家图书馆匾额等都是出

自她的手笔。董正贺的“书法之妙”正

是体现在她不简单刻意地求新求变，

而是通过夯实基础的琢磨最终成就了

游刃有余的笔墨。她书写速度较为缓

慢，多为中锋用笔，力透纸背，遇到横

折笔画转折处则用手腕之力转为侧

锋，缓慢转动笔锋，在下行的笔势中增

加逆向的笔意，使文字显现笔画之间

结体架构的张力。

董正贺在致辞中表示了自己的

感谢，她说：“感谢时代对于传统文化

的重视，素履是我秉承的信念，我会

继续。”这份致谢，更像是一份诚恳的

承诺，它掷地有声，就如同展厅中的

墨宝，退散世间繁华，清新质朴，大气

沉着。

““素履素履————董正贺书法展董正贺书法展””在京举行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