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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拍卖&画廊俱乐部 /

! ! ! !本周，艺术品市
场最受关注的一件大
事，非王羲之《平安
帖》的交接仪式莫属
了。历经五年的波折，
这件在 !"#" 年中国
嘉德秋拍中，以 $%"&

亿元创下书法拍卖市
场天价的作品，终于

落户上海的龙美术馆，成为镇馆之宝之一。
从目前的艺术品拍卖市场来看，书法市场的行情火

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具体的品种来看，由于王羲
之的作品几乎没有存世的，即使像王羲之《平安帖》这样
早期的摹本也是凤毛麟角，因而更多的藏家将关注点聚
焦在王铎的作品上，在即将于 !'()年中国嘉德春拍中一
批王铎书法精品无疑值得关注。
在书法界，有“前王”（王羲之）与“后王”（王铎）一说。

一般临摹王羲之作品的人，为摹大家之风，总是兢兢业业
下笔。然而王铎总是饱蘸浓墨下笔，可见其自信。王铎多
临“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作品，巧妙地利用“涨墨”之
法，即当墨溢出笔画之外后，以润笔或者掺水的墨对点画
有意进行渗晕，或使线条之间互相合并，或使笔触与渗晕
交叉以丰富层次，令一色变化多端，增加书作的艺术效
果。同时代根本无人能如王般掌握这种技法，其墨色的渗
透，有功于其透彻的色调，才生得出灵动虚无之境界。

王铎对“二王”书风的继承与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增
加乱头粗服，点画狼藉的狂怪用笔，而是大胆注入了自己
的狂放的豪气，使章法极尽歪斜，纵横之能放，造成字势
的倾倒紧迫，气势奔放，势不可当。他把纵列种的横笔突
出与大小粗细的提按纵放相结合，造成恣肆任性，摆动强
烈的鲜明对比。墨色的浓淡、干湿与结构的疏密、聚散相
互为呼应，含蓄多变，风神洒脱。此次拍卖中的《行书与傅
伯济诗》、《行书诗文稿》等，都是学术性极强的佳作。
“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这无疑是对于

王铎书法地位最好的评价。记得在中国嘉德 !*(+秋拍
中，王铎书法专场的总成交额超过了 &!**万元，成交比
率达到 ,)-。相信随着他的精品在今年嘉德春拍中再次
集中亮相，人们对于他作品的认识也会进入一个更深的
层次。 肖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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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郭润文.冷军油画版画展》日前在上海虹古路 /),号随轩
艺术中心举行。

郭润文，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造型学院院长，国家画
院油画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
事，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艺术展览和活动，作为中国顶尖当代油
画家，在国际画坛享有声誉。本次展览的布面油画有《静观》《装
扮成士兵的凯特》，丝网版画有《落叶的春天》《梦归故里》《出生
地》（见图）《战士》《长夜》《排练》《地平线》等。

冷军，武汉美协主席，武汉文联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油画
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省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武汉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展，数次获
全国美展大奖，声名海内外，是近年来大陆在国际画坛非常有影
响的美术家。本次展览的布面油画有《纽约古董店之五》《纽约古
董店之二》《高秋图》。丝网版画有《秋图》《新绿》等。

策展人，随轩艺术中心总监祁和亮先生表示，两位大师在
画坛享有颇高威望，想收藏他们画的人很多，但毕竟如此高规
格艺术品不可能满足这个需求，所以丝网版画收藏填补了这个
空缺。

郭润文冷军油画版画在沪展出

春风一枝汤牡丹
———记书画篆刻家汤兆基

!美术家汤兆基 (,+!年生于重庆，祖
籍浙江湖州。师从钱君匋、申石伽、白蕉
等，现为上海工业美术协会名誉理事长、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会
员、西泠印社社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他于书、画、印、工艺美术以及理论研究方
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著有《中国画牡
丹技法》、《汤兆基书画篆刻集》、《汤兆基
印存》、《中国木雕》等。

中国近现代著名篆刻书画大师，“一
身精三艺，九十臻高峰”的钱君匋先生曾

称赞汤兆基
“以书、画、
印三艺鸣于
沪上，卓然
成家，艺林
称奇。余每
惊其敏慧，
叹其坚顽，
嘉其勤勉，
复 庆 其 有
成，向称其
‘ 艺 兼 三
绝’，洵非虚
誉也。”

在画坛
声誉日隆的
汤兆基，因其数十年醉心于牡丹绘
画，逐渐有了“汤牡丹”的美誉。上
世纪七十年代初，汤兆基去了山东
菏泽写生，面对上万亩一望无际的

牡丹花时，他无比激动，明白为什么古代皇帝会爱牡丹，百姓也
爱牡丹，的确是国色天香啊0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个星期，他不
停地画，带去的纸没有了，买了土纸再画。那种被自然渗透的神
情已然不言而喻—————啃着馒头画下了几十米长的牡丹花，这
幅画他一直珍藏着，成为一个回忆，他说“每当画牡丹，那一片花
海胜境便会又一次地涌现在我眼前。”!'世纪初，汤兆基即将步
入花甲，也深切体会到舍就是得，弃就是存，要舍却无数求一得，
别去江海留一瓢。也考虑到自己涉及的艺术门类较宽，容易分散

精力，他便聚焦牡丹。汤兆基最初创作黄
杨木雕，之后又学篆刻，继而书画并举，用
他自己的话说“是个多面手”，而恰恰是这
个多面手，缘于菏泽那万顷名花的浩瀚波
澜，就此钟情于牡丹的创作，继而将多个
艺术门类结合起来，大大丰富了创作的思
路与表现手法，又独辟蹊径，自成一家。这
同一般艺术家晚年变法不同，他是在对人
生取舍，进行一次灵魂的触摸，他积五十
余年之功，催牡丹一花怒放。

汤兆基的传统书画功力深厚，笔墨
用色都极为老辣，但他却未曾拘泥于传
统，笔下创作的牡丹常常以花朵为主，甚
少有别的景色衬托，似乎在他眼里，将牡
丹花与过多其它景色融汇，只会淡化主
题，所以他对花瓣的刻画就非常有力度，
显得很有生机，与实物相比，还多了份灵
气。自然造物，花开花谢，同一株花上盛
开的花朵，韵味也截然不同，再附上诗
词，大气磅礴且意味深长。他强调画稿来
源于自然真实的牡丹，将中国画技法全
面完整地结合自然界真实对照实物，不
断求教于大自然，细致入微地观察大千
世界的美妙造物，同时结合历代画家创
造的白描、工笔、没骨和写意等实用技法
而大成。

画牡丹，专注于牡丹文化，就是汤兆
基的生活方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常态。”笔者不禁为
汤兆基治学以及人生态度所折服，也许人生有很多事情不一定
去做，或者不一定做得完美，但美妙的就是有各种可能性在悄悄
沉淀，慢慢展开。这时候的汤兆基内心一定是充盈的，是波澜壮
阔的。
已是谷雨时节，牡丹就要开了，汤兆基牡丹作品展也将在敬

华艺术空间举办。沉稳、谦和、从容的汤兆基，几十年来，十分专
注于自己所钟爱的牡丹艺术，艺术不断地激发他的灵感和创作
动力，他说，其实，一个人生活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自己所喜欢
的那项事情，他的生命就有了一个核心。国色天香而又从容淡
定。悠长在喧哗之外，芬芳在阑珊之处。这是牡丹，也是汤兆基艺
术追求的写照。

! 笔者与汤兆基先生相

识多年!欣闻素有"汤牡丹#

雅称的汤先生将于 ! 月 "

日在上海最顶级的画廊!铜

仁路 #$号敬华艺术空间举

行个人画展!笔者喜悦之余!

也对敬华艺术机构致力于

传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挖

掘推广具有深厚艺术功底$

潜心于艺术创作的艺术家

们的努力深感由衷的敬意!

正是由于有敬华这样的艺

术机构!才能使得那些一心

埋首画室的艺术家们的作

品呈现在大众和市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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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兆基#雄红$

! 汤兆基%独立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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