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上二苏 丹青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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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近看了董如青的山水画，画风清新生
动，灵气逼人，与他前些年的创作相比，无论
色彩还是造型，都呈现出一种崭新气息。他
早年受过西画的训练，造型能力和色彩能
力均十分过硬。如青追随王克文师学艺已
三十余年，可谓师出名门，他的起点高，加
之勤奋好学，艺术上得到很好的指点和熏
习，然而也很快遭遇了困惑，就是怎么也
突破不了老师画风的影响，作品中表现出
来的风格完全是老师的气息。克文师对如
青说：“你的绘画不能模仿我，我是王克文，
你是董如青，你必须要形成你自己的绘画
面貌，画出你自己的东西，树立你自己的风
格体系。”这番饱含了深刻哲理的话对如青
的震撼很大，以至于到今天，如青每每讲到
恩师对自己的殷切教诲和用心良苦，都感慨
不已。

如青是画家，同时也是艺校的美术老
师，常年带学生外出写生。他常常是白天画
好写生稿，用相机拍下场景，晚上整理素材
稿子，思索着怎样在创作中融入自己的视角
和理解。正是在这样一个长期的从写生到创
作的强有力的锻炼中，如青训练出了自己经

营画面空间的意识，掌握了从组织画面到深
入细节的表现能力。他的画面语境开始呈现
出与以往不同的艺术效果。同样是画黄山云
海，“飞来石”等景点，如青敢于突破前人的
惯用程式，用自己的观察记忆默写而成，他
将生活中的形象落笔于画面时，必然要在比
例大小、远近空间、浓淡疏密等方面进行自
己的审美加工，重组重构，故他笔下的山水
画，生动气息扑面而来。浅绛山水的色彩调
配是一大难关，调得不好就是俗，特别考验
画家的色彩感觉。如青的作品散发着胎息于
宋元山水的气质，融合了现代人的时代审美
情怀，画境别开生面，自成一家，色彩诗意动
人，可望可游。
宋人有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

我亦如是。”在如青的画笔下，“艺术的青山”
与“生活的青山”二者互观、互赏、互解。艺术
源于生活，又从生活中脱颖而出，高于生活。
如青用充满深情的山水画叙说了他对绚丽
斑斓的大自然的眷恋，从而完成了他的“本
体语言”的自觉构建，也从笔墨上开创出了
新天地。他的艺术创作进入到了一个更加成
熟、自由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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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蔡毅强，字弘斋，别
署静怡斋、怀玉堂。篆刻
初由杨之光先生发蒙，后
拜徐云叔先生为师，现为
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
协会会员、上海浦东篆刻
研究会理事、海上印社社
员。
作品多次发表于《新

民晚报》、《文汇报》、
《书法报》。艺术作品入
编《中国篆刻大辞典》，作
品入选“首届国际篆刻艺
术交流展”、“全国第七
届中青年书法篆刻 展”、
“第四届全国篆刻艺术
展”、西泠印社首届、第二
届、第三届“国际篆刻书
法展作品展”等国内外大
展，作品曾荣获优秀奖及
西泠印社奖。

蔡毅强早年师随名
画家杨之光学习篆刻书
法艺术，后在老师徐云叔
先生的指导下专门研习
治印之技，并得著名艺术
大家陈佩秋、冯其庸、徐
建融等前辈书画大家指导，多年来篆
刻书法艺事大进。

蔡毅强先生几十年间临池书篆，
挥刀耕石，沉浸其中，勤学苦练，孜孜
矻矻，寒暑不辍，对于汉印研究颇深，
临刻秦汉印数百方，窥得其精髓，练
得一手治印好功夫。为后来的成功打
下了扎实的基本功，蔡毅强刻印艺术
在中国印中属于工整一路，上溯汪
关，作印工整而流动，娟秀而舒润，其
后有王福庵、陈巨来等大家。当今艺
术鉴赏，对于印章来说，无论北方南
方，大多是喜欢耐于欣赏的工细的印
风。吾观蔡毅强刻印，白文，渊雅浑
厚；朱文，醇雅秀美。章法，稳妥静穆；
布局，巧得奇妙；用刀，刚柔相济。上
海著名画家陈佩秋先生看到蔡毅强
印存后大声赞许，亲笔题写“操刀如
笔，气格不凡”之句，蔡毅强的老师
徐云叔先生题“镂冰裁雪”，鼓励蔡
毅强在治印之路上的成功。

红学大家冯其庸 !"岁时还为蔡
毅强的印存题诗一首：“金虬玉箸久
荒凉，举世何人继李阳。难得江东蔡
季子，银钩铁画溯汉唐。”

! ! ! !“苏渊雷、苏春生丹青翰墨文献
展”将于本月 "#日在上海韩天衡美术
馆开幕，这是一次集艺术性、文献性、
学术性与史料性为一体的大型展事，
可谓是海上艺苑迎春的东风第一枝。

在海派学者及书画家群体中，如
苏渊雷这样有着资深的革命经历及在
国民党狱中进行斗争的人是屈指可数
的。苏老是一代学人，在文学、哲学、史
学、佛学上造诣深厚，著作等身，系“文
化所化之人”。因此，苏老的书法绘画，
取法高迈、意韵丰逸、气格清朗，体现
了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书法的表现
形态、墨象元素及审美内蕴，是贵在
“达其性情，形其哀乐。”苏老的笔墨潇
洒酣畅而矫健灵动，线条苍劲朴茂而
跌宕多变，突出其运笔挥毫的写意性
和抒情性。不做作、无习气，格古而韵
清，爽朗而鲜活。我一直认为苏老是林
散之老后的又一线条大师。苏老的绘
画系典型的文人画系，其题材亦以梅
兰竹菊及古松奇石为主，其运笔恣肆
豪放，构图简洁传神，线条刚柔相济，
章法大开大合，既有“迁想妙得”之态，亦有
“象外生意”之趣。

苏春生青箱家学，耳濡目染，艺事发蒙
甚早。后入西子湖畔的浙江美院求学，师从

一代山水画大师陆俨少先生，经受了恩师严
格系统的专业训练和笔墨指要，取法正脉，
传承有自。在担任上海华师大艺术系主任期
间，更是勤于艺事，致力于学术与教学。他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三十多年来，
三十多次登临黄山，构造了属于自己
的黄山笔墨谱系和表现语境。其后他
又注重于变法突破，用笔赋形，以线
造型，突出现代空间的张力和视觉
效果，使传统皴法进入化境。苏春生
的书法以二王为师，旁参东坡、南
宫，运笔遒劲酣畅，线条丰丽飘逸，
气韵典雅雍容。而今他亦七十有八，
“丹青不知老将至”，可谓是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
“海上二苏，诗心文胆。丹青流芳，

翰墨传世。”中国的诗文、书法、绘画
所形成的艺术系统，具有文化构造意
义和精神审美内蕴。本次展览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创意新颖，突出了
其特有的文献亮点及史料展示。艺
林学界称苏渊雷为“诗书画三绝兼
擅，文史哲一以贯之。”苏老同近现
代大师鸿儒多有交往，与马一浮、章
士钊、柳诒澂、沈尹默、冒鹤亭、赵朴
初、潘伯鹰、高二适、周谷城、钱鍾
书、唐云等多有诗文唱和、题匾书

联、尺牍往返。苏春生亦有记载多年从事创
作经历的雪堂札记及陆俨少、钱瘦铁、谢稚
柳、程十发等的名师留痕、书画题跋等，从而
使整个展览文采风流，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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