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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审美中的古文新韵
——— 王长水书法品读

扇面对于每一位艺术
爱好者而言并不陌生，中国
文人喜欢“玩”，玉、石、核桃
等都是他们的赏玩之物。折
扇也因携带方便，出入怀
袖，扇面书画、扇骨雕琢，与
中国文人产生了不解之缘，
被文人赋予浓厚的文人情
趣，又有“怀袖雅物”的别
号。2011年秋季拍卖中，北
京匡时更是推出了明清扇
面专场，其中不乏陈淳、文
徵明、唐寅、董其昌等古代
名家的精品扇面，受到了藏
家的热捧。

说起我国的扇子，历史
悠久，商代已有扇子的雏
形。古扇的种类非常多，但
较为常见的是折扇与团扇
这两种。团扇流行较早，早

在宋代，我们便可看到一大
批院体团扇作品，如上海博
物馆所藏的《虞美人图》。到
明清之际，团扇的光芒随着
折扇的流行而被掩盖，据了
解，折叠扇的书画实物要数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宣德
皇帝朱瞻基所绘的大折扇，
以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明
代谢缙《汀树钓船图》为最
早。折扇产生时间虽较迟，
其影响却极大。无论是吴门
画派、松江派，都留下了一
大批扇面作品，可见当时文
人对于折扇的喜爱。清代折
扇可以说是一个流行时期，
无论是当时哪个社会层面
上的文人，都手执折扇，以
示文人身份。清代《文徵明
书画扇册》一书的出版，更

说明了当时画家对于扇面
画作的热衷与当时折扇的
流行程度。

但是，扇面书画若要表
现完善并非易事，首先是因
为它特殊的形状，其次便是
纸上的折痕与特殊的材质，
都增加了作画的难度，所以
历来就有“一寸扇面四尺宣”
的说法，明代书法家祝允明
更是把在扇面上写书形容为

“美女舞于瓦砾”。据说，唐伯
虎曾在扇庄画扇，他技艺超
群，远近闻名。一日，有人故
意刁难唐伯虎，让他在扇面
上画100只骆驼，唐伯虎提笔
就画，只见他先画了一片沙
漠，沙漠中间是一座大山。那
人一看，扇面快要满了还没
见一只骆驼，便问，骆驼何

在?只见唐伯虎在山的左侧
画了一只骆驼的后半身，前
半身被山崖所遮挡；在山的
右侧画了一只骆驼的前半
身。画旁题了一首诗：“百只
骆驼绕山走，九十八只在山
后，尾驼露尾不见头，头驼露
头出山沟。”那人一看，哑口
无言。小小扇面竟然能纳万
象，容奇思，难怪得到文人雅
士的青睐。

画扇面最多的画家，兴

许要数任伯年了，他年轻时
是上海一家扇店的画工，仿
造的名画家任渭长的扇面画
竟使任渭长本人都难辨真
假。任渭长遂收其为徒，精心
栽培，终成一代大家。后来，
徐悲鸿偶得任伯年的扇面精
品，赞叹不已，以至钤上“悲
鸿生命”那方意味深长的收
藏印。著名学者王国维，常在
扇上题诗以抒胸臆。1927年，
他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

前数日，还曾将陈宝琛的《落
花诗》题于扇面之上，不乏悲
凉之感。后人评说此扇此诗，

“似已蓄自戕之意”。
可见，折扇不仅是一种

实用品，更是文人精神的载
体。文人无处不留墨，折扇已
经成为文人的一种习惯，一
个爱好，更是一种标志，在文
化日益繁荣的今天，折扇也
必将得到更广泛人群的喜爱
与收藏。 (林杰)

与王长水先生交谈，
人们能感受到他爽朗的
性格和宽广的胸襟，看他
的书法则能感受到他深
厚的品德修养。王长水自
幼酷爱书法，几十年来悉
心钻研，勤学苦练，深深
陶醉于书法艺术的醇美
之中。他擅写行、草，潜心
研究甲骨文、金文、帛书
等古文字数十年，细观其
笔风墨神，自然而清新，
豪 放 而 委 婉 ，凝 重 而 灵
动，柔中有刚、静中有动，
展悦心之和美、吐动魄之
大气。

尊师重承

王长水书法最初得
益于小学时期的老师王
景和先生。这位老师尊崇

“二王”，擅写赵体，使王
长水受益匪浅。1960年，他
报考了山东大学中文系
新闻专修科，用毛笔书写
的语文答卷引起了时任
山大校长成仿吾的注意。
经成校长建议，他被破格
录取为中文系学生。山大

名师云集，藏齐鲁文化之
深 厚 底 蕴 ，素 以 文 史 见
长 。王 长 水 于 此 耳 濡 目
染，体悟日深，自成气韵
运 之 于 腕 底 ，流 之 于 笔
端；更从恩师蒋维崧先生
的言传身教中领悟到学
书、做人的真谛。

良好的师承使王长
水非常看重学问境界与
艺术素养的积累，随着学
艺的长进，他更加追求一
种笔墨趣味及存留在文
人内心的书卷性格。王长
水在流畅妍美的行笔中，
完成法度与情感分寸适
宜的把握，以“情驰神纵，
超逸悠游，临事制宜，从
意 适 便 ”，获 得“ 风 行 雨
散，润色开花”般的天然
情趣和活泼生机。

金、帛创新之美

学界对帛书书法研
究比较单薄，王长水借助
现有资料，追踪最新出土
发现，对汉代帛书研究较
早，用力较勤，并受马王
堆汉墓出土帛书影响较

深。王长水撷取帛书的绵
绵神韵，融入行、草、隶书
的元素，字的结构偏长方
体，点线呼应，回环畅达，
疏 疏 朗 朗 ，尽 显 端 庄 灵
动。他的用笔师法传统但
不拘泥于传统，因此少了
古代帛书的呆滞，多了些
现代书者的灵巧。

除此之外，王长水对
金文的研究同样富有创
造 精 神 。唐 代 李 邕 曾 有

“学我者死，似我者俗”之
语，王长水深谙此理，他
的金文书法面貌在蒋维
崧先生的清丽雅逸风格
之上，追求苍劲朴茂、浑
厚 静 穆 的 境 界 ，别 有 风
味。在此基础之上，其书
法更是既有传统文化底
蕴，又具现代审美精神，
体现出充沛的才情和潇
洒的气质：临纸下笔挥洒
自如，点画精到，既重师
承法度，又不妨碍感情流
露 ，可 至 道 法 自 然 之 境
界。

致力甲骨研究

近期，王长水潜心创
作百余幅甲骨文新作并
结集出版《王长水甲骨文
书法风韵》一书。另外，学
院派名家丛书《当代书画
研究》也依次推出张海、
王 长 水 、沈 鹏 三 位 书 法
家，让我们充分领略其书
法气韵、笔墨精髓。王长
水学习甲骨文可以追溯
至大学期间接受古文字
课程之时。当时他任班中
的课代表，勤勉力学，颇
多受益。大学毕业留校任
教后，他亦下功夫到山大
图书馆寻找和临写过多
种甲骨文拓片，竭力收集
相关资料；从事书法教学
工作时更以李圃先生编

写的《甲骨文选读》为教
材 ，亲 力 指 导 研 究 生 学
习，师徒共修。王长水与
甲骨文有着不解之缘，更
希望为艺术传承尽到自
己的责任。如他所言：“目
前出土的甲骨文文字资
料是百年来最为丰富的，
将甲骨文书法规范化和
艺术化的任务迫在眉睫，
我们要尽自己的力量，让
老树新花再现华彩，优秀
文化薪火相传。”

品高韵新

清代朱和羹《临池心
解 》说 ：“ 书 学 不 过 一 技
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

品 高 者 ，一 点 一 画 ，自
‘有’清刚雅正之气。”书
法本是“一技”，王长水更
把它当做“大道”来追求。
人品既殊，性情亦异。他
的书法以“品高”为追求，
下笔妍雅、不落尘俗，更
能于平实之中寓深永之
致。他将独立的人格追求
融于行草，充分发挥毛笔
在宣纸上的书写特征；用
现代学者的审美眼光，发
掘古文字的内蕴之美，使
它们向现代转型。王长水
身上具备了甘于寂寞、孜
孜不倦的精神，也正是这
种精神，使他确立了富有
自我特色的艺术品质。

（东野升珍）

扇面书画中的文人意趣

王长水，字源泉，号
鲁痴。1939年生于山东齐
河。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
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
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山
东大学教授、山东大学
东方书画艺术研究院院
长、山东老年书画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及艺术指
导委员会主任等。

曾在山东省博物
馆、中国美术馆、日本德
岛文化馆、德国慕尼黑
等地，举办个人书法展。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
报》、《新华每日电讯》、

《中国新闻》、《中国文化
报》、《文汇报》等媒体都
有评论和报道。

格王长水

▲帛简书 《周易集句》

▲金文 白居易《北窗闲坐》句

▲甲骨文 《卧龙赋》

▲隶书《瓦当》 长乐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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