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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

!"

! 王琪森

#$%

! ! ! !今年 !月 "#日是一代艺术大

师! 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诞生 "$%

周年"海内外开展了各种纪念!展览

活动# 历史地看$一个艺术大师"往

往是开创了一种风格或流派的人#

而一位艺术领袖" 则往往创造了一

个时代的辉煌#

吴昌硕自 "!"&年%'!岁&正式

定居上海" 一直到他 (!&$ 年%)*

岁&归道山"这 (+年间正是他一生

中最有建树的时期' 这位传统士大

夫式的文人画家"顺时应变"将人生

理念! 创作方法与笔墨形态和海上

城市精神! 人文取向及市场需求相

契合" 由此构成了一个人与一座城

的艺事文缘'

颠覆传统 狂飙突进
(!(#年系民国元年' 由于改朝

换代"当时已是(东南之都会"江海

之通津)的上海"在社会性质!城市

结构! 经济形态乃至市民意识方面

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这样一个

社会大背景下" 以金石精神为海内

外所推崇的吴昌硕来到并定居上

海" 他首先颠覆的是传统书画的创

作模式"大胆变法"承认市民审美与

商品效应' 大红大绿"大刀阔斧"笔

墨鲜活"气势酣畅"极富时代气息'

正是在他的带领下" 整个海派艺苑

进入了一个狂飙突进! 与时俱进的

艺术变法大时代" 由此在整体上提

升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与艺术

原创力'

作为一个艺术领袖" 考量是一

个综合体系" 吴昌硕那雄浑豪放!劲

健老辣的笔墨" 特别是那种苍迈郁

勃!阳刚恣肆的金石精神"为整个艺

界所推崇' 同时"他亦是一位诗笔矫

健!才思敏捷的诗人"并对文字学!金

石学!考古学!鉴藏学深有研究'而在

个人资历与社会关系上"可谓是上接

庙堂"下联士子' 可见吴昌硕具备了

大胆的变法精神! 深厚的从艺资历!

高端的社会人脉这三大元素"足以服

众!统领群贤'而作为一名艺界领袖"

他必须具有相当的人格魅力和协调

能力'吴昌硕对人友善!重情崇义!包

容大度!礼贤下士"扶持后进"可谓广

结善缘!艺助众生'

社会担当 培育精英
历史地看" 正是在社会改朝换

代!艺派交替传承!群体嬗变转型时

段" 吴昌硕的领袖效应得到了充分

彰显'一座城市的人文资源!艺术形

态和审美追求"是(包含由文化和有

目的人类行为所造成的)'

吴昌硕定居上海后" 不仅马上

融入海派文化圈" 使士大夫精神与

都市文化精神相交融" 而且极有历

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地注重青年艺术

家的培养" 为日后的海派书画乃至

中国艺苑造就! 输送了一批大师级

的人才"打造了一个精英梯队'当年

轻的上海美专教授潘天寿叩响吉庆

里吴昌硕缶庐的大门后" 已名满天

下的缶翁热情相迎" 对潘天寿作品

中郁勃的才气和酣畅的书卷气很是

赞赏"欣然收其为弟子'而当潘天寿

忽视传统!急于求成时"吴昌硕又及

时以严厉的长诗警示$(只恐荆棘丛

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

乎愁尔独' )

领袖效应 历史贡献
吴昌硕作为海派书画的领袖效

应"不仅在丹青翰墨金石间"亦辐射

至海派艺术的各个领域'(!(,年 (-

月"年仅 &%多岁的梅兰芳首次来上

海献艺" 在四马路大新路口的丹桂

第一台演出 *彩楼配+*玉堂春+*穆

柯寨+等"吴昌硕在刘山农的陪同下

前去观看' 而喜好书画的梅兰芳则

久慕吴昌硕的书画金石之名" 遂由

刘山农陪同拜望缶翁" 不仅虚心听

取对其表演的意见" 亦向吴求教书

画之艺"从此结成忘年交' 其后(无

旦不荀)的荀慧生来上海演出*元宵

谜+*玉堂春+*棋盘山+时"亦请吴昌

硕观戏求教" 并将自己的画作请吴

评点"后正式拜师吴昌硕"行弟子礼

甚勤甚恭' 梅,荀来上海之日"正是

海派京剧初兴之时" 他们作为名角

大家"与海派京剧融汇变通"从而有

力地促进了一座城市的戏剧表演"

有力地推动了海派京剧的发展'

在中国近代史上" 海派书画家

不仅是当时最大的一个艺术群体"

亦是当时社会上最强的一支慈善赈

灾力量' 凸显了高度自觉的慈善精

神和关怀民间的大爱之心' "!&+年

)月"已年届 )&岁的吴昌硕肝病甚

重"夜不能寐"但他还是坚持参加湘

灾书画赈济会"面对老人的作品"不

少赈灾者为之动容'特别是 "!&+年

(五卅)惨案发生后"吴昌硕强撑病

体作画"义卖捐助罢工工友'正是在

吴昌硕艺界领袖的作用下" 海派书

画家的结社组织才开展得有声有

色!风生水起"其慈善赈灾才成为一

种群体性的追求和社会性的任务'

不仅为上海! 亦为中国近代慈善史

留下了重要的篇章'

吴昌硕对海派文学!艺术教育

及对外文化交流亦作出了不少历

史性的贡献' 他是海派文学重要的

文学社团(淞社)诗会!(九老会)笔

会的盟主' 创刊于 "!"%年 ) 月的

*小说月报+"是海派文学的代表性

刊物""!") 年在新思潮的影响下"

该刊改版" 特请吴昌硕作 "&幅封

面画"吴不仅不计个人得失%封面

画的稿费和书画润格相差甚大&"

欣然挥毫"而且构图新颖!色彩明

丽!颇为时尚"从而使其发行量得

到了提升'

(只难传处是精神' )纪念一位

艺术大师及领袖不仅仅是传承其艺

术成就" 更重要的是弘扬其从艺精

神和人生追求'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艺事文缘
———纪念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诞生170周年

! ! ! !水墨最纯粹的艺术形式就是抽

象水墨' 水墨艺术天生就具有抽象

的风骨和气质' 中国水墨实验三十

年"在视觉形式!技法!观念上都有

了非常大的突破'突破永无止境'突

破的方向" 还是作品的视觉形式和

风格"道路只能是材料和技巧'很多

人崇拜观念"尤其是社会观念'社会

观念是最(轻浮)的意识"经不起时

间拷问" 很容易叛变' 半个多世纪

来"观念几变"谁还数得清- 对纯粹

艺术来说" 观念是一顶可以随时扔

掉的帽子'

绘画的抽象性究竟是精神决定

还是形式决定的"历来有很多争议'

我认为是形式决定精神' 精神如同

(意味)"我们曾经很熟悉(艺术是有

意味的形式)这句名言'如果转换成

(艺术是有精神的形式) 也一样管

用'在(意味)和形式之间"重要的是

形式"不一样的形式'

人的精神有多种解读方式$一

种是宇宙精神" 是亘古不变的生命

精神' 它包含着人的自然生命"基

因!肉体和灵魂的生命'一种是人类

社会精神" 是可以因为时代改变的

社会精神' 世界当代艺术历史阐述

的精神往往都是后者' 相对宇宙精

神的隽永" 人类社会精神是庸俗而

(速朽)的"始终是匍匐在人类(愚昧

和懵懂)时期的精神'人类的社会精

神"是一种可描绘的实用主义精神"

也就是将艺术庸俗化的精神' 尽管

社会精神在这个宇宙尘埃般的地球

上乃是世界各国巨尊" 让无数艺术

家拜倒"但是"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

由警惕它.

真正的艺术精神应该是宇宙精

神"是一种博大,空灵,无为的精神"

是一种时时可以告诉你什么" 但是

却什么也没有说的精神' 宇宙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理解为 (天

地)的精神"(道禅)的精神' 有时甚

至是玄机与虚无,神秘而深奥,多元

而丰富的精神' 宇宙精神我们可以

感知它"触摸它"但是不能够豢养它

和控制它'和宇宙精神相比"人类社

会精神只是宇宙中的一尘埃' 抽象

艺术的精神就是宇宙精神' 宇宙精

神也应该成为中国水墨精神" 成为

水墨实验和水墨抽象艺术的精神'

用不同的材料, 技法绘制的不

同风格的水墨画" 撇开任何意识与

观念的水墨形式"就拥有宇宙精神'

不一样的水墨语言可以是宇宙黑

洞"以万古静默的眸子静观世界/可

以是星云瀑布" 携万有引力于星际

之间遨游/可以是逍遥流星"笔画尺

度"丈量宇宙的长短与深度/可以是

宇宙爆炸"在一切时间和空间之上"

建立战无不胜的宇宙帝国'

一点墨就可代表一个星球"一

滴水就可映照整个宇宙' 中国水墨

艺术材料和技法的中国化使得中国

水墨艺术在国际上别具一格" 以独

立的视觉风格成为中国元素和中国

艺术精神的典型' 中国水墨艺术最

严重的问题就是材料和技法的单

薄" 这使得很多画家的水墨画都存

在撞车的风险"图式近亲繁殖"风格

雷同'如何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就

成为后来者首先思考的问题' 用不

一样的技法和材料" 绘制不一样的

视觉形式" 这是对中国水墨未来发

展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高的目标'

中国水墨精神就是不一样的艺

术形式和永恒的宇宙精神' 我们别

无选择'

中国水墨精神 ! 许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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