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萌若称，在此次展览的书法
中，有一些作品他把“二王”失传的技
法恢复了，有一些作品融合了秦汉隋
唐各大家的精髓，剩下的一部分作品
是在练习“二王”的基础上发展出的
自己的东西。而“思接千载”接的是书
法史的前一千年，学习和继承的是宋
代之前的书法大家。

“‘二王’的复杂在于他们有技法，
他们的韵味很难固定。而唐代尚法，尤
其在欧体中，一个字怎么写就固定了。
我的书法主要是学习宋朝之前的大
家，秦汉隋唐中汉代隶书家、二王、颜
柳都是大书法家。而从宋代开始，苏轼
的书法水平下降了。宋朝不如唐朝，元
朝不如宋朝，明清就没有大腕了。”杜
萌若称，他的书法之所以定位于“思接
千载”，就是要回到书法史黄金时期的
上半时期，即前一千年。而前一千年能
代表书法最高技术的就是王羲之，后
来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颜真卿和王
献之接近他，但是没有超越他。

杜萌若称，如果认为秦汉隋唐的
书法是伟大的，那么就应该把祖先的
东西保存下来。“首先就得以一种考
古的方法，弄清楚其作品是怎么回事
儿，然后几十年如一日地学习，而终
极目的是通过这些训练，有机会去挑
战这些大师，跟他们竞争，跟他们抗
衡和对弈。”

有些收藏字画的藏家，有时
苦于字画的保护和存放，往往破
损了才不得已求助于专家修复。
其实，与其等到书画破损、霉变
了，请修复专家妙手回春，还不
如在书画受损之前，对其进行完
善的保护，延长它们的“寿命”。
如何在夏季这样酷暑湿热环境
下保存书画？如何避免书画作品
受到霉变等伤害？在家庭中如何
保护书画？收藏、收藏，藏家们要
会收，更要会藏。

【防霉秘籍】

湿热是霉菌温床

书画要晾一晾

有不少收藏者错误地认为，应
当用塑料布封存书画的方式来防
潮，将书画锁在保险柜里防盗。但
这样的结果必定会导致书画受潮、
霉变，湿热正是霉菌的温床。专家
廖定一表示，古人就有风凉曝画的
传统。藏家可以选择天气晴朗干燥
时，将字画一件件挂起，吹去潮气
后再收起。册页也需一面面翻开，
使潮气散失。他特别提醒，风凉曝
画不是晒画，切忌将字画放在阳光
下曝晒，否则会使纸张翘起，画面
颜色变淡失神。

【防虫秘籍】

棉布包裹

樟木内存放

因为中国书画通常以宣纸、
绢、绫等有机纤维材料为载体，时
间长了很容易被虫蛀蚀或脆化。对
此廖定一也为藏家献上锦囊妙计：
普通藏家可以用棉布制成的画套
或绵纸包裹书画，用普通报纸包裹
书画作品也是行得通的。包裹好
后，可将书画置于木匣或木盒里，
再将其存放在樟木柜或樟木盒里，
用一般的木材也可以，但木材必须
做过防虫处理，在木匣、木盒里应
放一些樟脑等天然植物制成的防

虫、驱虫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药
物不得直接接触书画，以防药丸挥
发后留下痕迹，污染藏品。

【悬挂秘籍】

书画轮流展示

不能一挂到底

很多藏家喜欢把自己最得意
的藏品悬挂在屋里，而且一挂就是
几年。殊不知书画在悬挂过程中，
正在受到紫外线、灰尘等因素的侵
害，所以有人就笑言：“书画是藏不
得，也挂不得。”专家建议，一般不
要将珍贵的字画长期地挂在厅室
里，更不要挂在太阳能直射到的墙
壁上。应挂一段时间再收藏起来，
若字画数量多，则可以采取轮流悬
挂的办法，这样做，既能展示收藏
字画的不同风格，又能延缓老化变
色过程。

此外，超过百年历史的古字画
尽量不要长期张挂在家里。每年在
秋日里悬挂三日，通风晾晾即可。经
过实验，一张纸本绘画悬挂在墙上
的寿命大约有20年，此后，就要靠不
断地进行修补使之“苟延残喘”。而
对于家中悬挂的新画也有讲究，每
年以张挂一个月为宜，室内照明用
无红、无紫的灯光为佳。 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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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收藏防霉防虫秘籍

首届王羲之奖

全国书法展

将在济举办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由中国书协主办，山东省委宣
传部、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
文联联合主办，山东省书协承
办的首届王羲之奖全国书法
作品展览，目前已经圆满完成
征稿和评审工作，将于8月底
在山东博物馆举办。

此次展览，自去年12月13

日启动征稿，至今年4月30日
征稿工作结束，共收到投稿作
品19103件，全国各省、市、自
治区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和台湾地区均有作者投稿。
组委会还收到了来自法国、澳
大利亚、阿根廷、意大利、美国
的书法爱好者的作品。仅就投
稿数量而言，在中国书协主办
的展览中，这次展览是较多的
一次。山东作者稿件5743件，
遥居各省、市、自治区之首。5

月下旬，中国书法家协会派出
评委和监审人员来济，对来稿
进行了评选，共评出入选作品
317件，其中优秀奖20件。山东
作者入选作品63件，其中优秀
奖 5件。入选数量、获奖数量
都居全国首位。评审结果中国
书协近日即将公示。目前，组
委会正对入选、获奖作品装
裱，展览将于8月中下旬在济
南开幕，届时还将推出《首届
王羲之奖全国书法作品奖作
品集》。

杜小荃艺术展

将在青岛举办

本报讯 我省花鸟画家
杜小荃先生个人艺术展将于8

月9日—8月13日在青岛美术
馆开幕。在开幕式上，杜小荃
将向青岛市慈善总会捐献价
值60余万元的书画作品，并举
行《意衍天心——— 杜小荃诗书
画印作品集》、《当代中国花鸟
画名家——— 杜小荃卷》等两本
个人画集的首发式。当天还将
举行“杜小荃中国画学术研讨
会”，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40

余名书画家及美术评论家将
进行学术讨论。（本记）

简讯
由山东省收藏家协会举

办的大型藏品展览交流大会
定于8月16日至30日在莱芜市
长勺北路 428号(新建莱芜长
途汽车北站)莱芜豪德城内隆
重举办，展品包括收藏品各个
门类，设室外展位500余个，均
免费提供，8月16日聘请省著
名鉴定专家为广大藏友免费
鉴宝，欢迎省城藏家光临。

（藏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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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杜萌若来说，王羲之就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他百分之百地仿照王羲之的方式写字，绝对忠实且彻底
无我。杜萌若用20多年时间千万遍地摹写王羲之的作
品，就是为了重新挖掘出早已失传的“二王”笔法，因为
要想继承创新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首先得将遗法捡回
来。杜萌若称，他首先将书法看做一种技术，像训练运动
员一样训练自己，拆解“二王”和秦汉隋唐各位大家的字
体，不断地进行扩写和缩写，并吸取各家精华，最终以自
己的作品挑战大师，抗衡大师。经过这个虔诚的学习过
程，才有了3日在山东省美术馆举行的“思接千载——— 杜
萌若书法艺术展”。

杜
萌
若

用用用考考考古古古的的的方方方法法法
挖挖挖掘掘掘失失失传传传技技技法法法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实习生 刘丽丽

思接千载接的是秦汉隋唐挖掘王羲之失传的技法

杜萌若是黑龙江大学的教授，之
所以来山东举办个人书法展，源于其
对山东文化的敬仰及对王羲之的热
爱和虔诚。杜萌若称，他现在的字就
是力求将王羲之、王献之的各种风
格、各种调子和节奏都比较全面地展
现出来，就像飙歌似的将“二王”的书
法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

“我的书写形式比较现代化，但是
内里表现了我对于‘二王’的理解。其
实，从古到今没有人把‘二王’所有的
笔法和套路全面地展现出来，因为唐
朝之后他们的写法失传了。我不管后
边的人怎么写，我就是只研究王羲之
是怎么写的，把他的字都研究透了。把
王羲之真实的写法挖掘出来，下一步
才发挥自己的个性。”杜萌若称，他最
注重钻研王羲之字的连贯性，两个字
之间的断裂以及节奏上的跳跃感。

一般人不愿意将艺术和技术
联系在一起，而杜萌若觉得手法首
先是技术。“你说冰舞、双人滑是艺
术还是技术？没有技术保障就跳不
出来。古代知识人在写字的时候，
首先是掌握这种技术，‘二王’的字
展示了这种技术的高难度。别人写
字能达到跑的阶段，而‘二王’写字
就像空翻一样。”而杜萌若要弄清
楚的就是书法的丰富性，找出各种
各样的毛笔接触纸面的味道。

吴昌硕 《五色牡丹图》

傅抱石《巴山夜雨》

《兵圣孙武三字经》

38米书法长卷问世

本报讯 日前，在山东
孙子研究会、山东国际孙子
兵法研究交流中心、山东国
际文化发展研究交流中心
举办的庆祝建军八十五周
年主题书画笔会上，由山东
孙子研究会会长、山东国际
孙子兵法研究交流中心主
任赵承凤创作、著名书法家
张国安先生书写的 3 8 米长
卷《兵圣孙武三字经》正式
展出，震撼全场。

这次展出的《兵圣孙武
三字经》，全文共 144句、864

字，再现了兵圣孙武辉煌而
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田兆广 高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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