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翰墨名家C04-C05
2012年6月14日 星期四

北京晨报

大华是一个谦虚和好

学的人 ，严谨 、踏实 、认真 、

不急不躁，外在娴静而内在

热烈。 我看着他，生发出一

种感叹，书法在每一个人手

底下，真是会玩成不同的模

样 ，就像大华这样 ，每一个

字都那么干净， 那么整肃，

那么宁静，便把很多浮浮躁

躁的书者拉开了距离。

以书法为生活，是一个

书法人的梦想。 但大华就做

到了。 因为书法，就是他精

神生活的全部和现实生活

的一种必要的选择，他是在

把其余的一切可以丢掉之

后的精神归宿， 情以寄之，

日以追之。 与其他书家不一

样的是他每天临习与创作，

就是一种工作，一种为自己

工作的主要方式。

大华这几年主要是写

篆书，在篆书中他也不写大

家都趋之若鹜的大篆，反而

写没有多少人去写的小篆，

把每个字都写得精到，都写

得完备 ， 而且不是小篇幅

的，而是如排兵布阵般的大

幅四条屏。 看到他的作品，

你能在字里行间之中看到

他把功夫真是用到家了，一

笔一划 ，一丝不苟 ，行距之

中， 行气饱满而又谨严，不

是那种匆匆的一挥而就，而

是以最大的耐心、饱满的情

挚完成着自己的作品。 他在

整个作品的布局上，也颇下

了一番功夫，有的以泥金纸

铺开书写，篆字的书写形成

了大幅的行草效果，灿灿金

光，眩人眼目。 他的作品能

够从全国成千上万的作品

中跳出来 ， 就是在芸芸之

中，以他独有的情致与认真

感动了评委。

大华在结体的处理上

严格地遵循传统 ， 不越雷

池，参照先贤，气备神定。 在

笔力上 ， 他以篆隶相互结

合，篆法入隶，隶法入篆，互

为相融，颇显其运笔的抟转

方圆。 他的篆书，可以看出

从《泰山刻石》、《琅■刻石》

探得了不少的消息，所以笔

画停匀 ，圆浑遒健 ，结体平

稳，沉着舒展。 他的隶书，取

法《乙瑛》、《礼器》、《华山》、

《曹全》诸刻石文本，取其典

雅、华美、庄重、整饬、飘逸、

俊俏一路 ，波磔跌宕 ，方圆

兼合，笔势飞动，仪态优美，

兼有小篆的纵势长方的气

韵，雄阔严整又舒展灵动。

除了书法，他还兼及绘

画。 他的绘画，构图简约，题

材以花鸟为主。 作为一个书

家， 他必须是涉略广泛，必

须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获

得更多的启示。 对于他的绘

画，我认为正是他书法创作

的必要的补充，使他能够从

书法之外跳出来 。 至大至

简 ，寓繁于简 ，往往就在书

与画的融会中更能够体会

出中国艺术的真谛，更能够

使自己在心灵深处产生对

艺术的敬畏。 俗事烦烦，但

在书法与绘画中得到了一

个诗心，使自己的精神世界

丰富而有意味，这是书画创

作对于大华的馈赠。

大华是朋友之间能够

放心的人 ， 是一个规矩的

人， 如果真要说缺点的话，

可能就是有些放不开，开拓

精神不够，闯劲不足。 但也

恰恰是这样他身上的那种

宁静 、那种执着 ，便也超过

了别人。

《五灯会元·卷四 》中

说：" 问：' 如何是平常心？ '
师云 ：' 要眠则眠 ， 要坐则

坐。 '"大华一天本该是"要眠

则眠，要坐则坐"，但他就一

门心思放在了书法上，不是

因为别的，因为这个毛笔之

中支撑着他精神的期望与

圆满 ， 所以他整日临池不

缀， 字写得是愈来愈好，愈

来愈静，愈来愈把自己写了

出来。

水墨的现代性，乃是让水

性与墨性等材质本身得到彻底

地展现， 并且秉承中国文化内

在的自然精神， 水墨的水性成

为转化最为核心的元素， 许华

新以其独创的"积水法"，把水

墨山水画带到一个冰清玉洁、

江山如玉的新境界。

许华新自觉以玉质感

融入绘画 ，让山水之性与
玉石 之 质 内 在 地 契 合 起

来 ，解决了传统烟云之气
与玉 质 之 感 在 山 水 画 上

结合的难题 ，让柔软的水
墨具有内在的硬度 。 面对
西方 艺 术 所 带 来 的 视 觉

冲击力 ，通过玉质感的融
入 ，许华新以其 "积水法 "
很好 地 完 成 了 这 个 传 统

梦寐 以 求 的 生 命 质 感 彼

此通 感 起 来 的 艺 术 形 式

语言 。

作品的玉质感，也为水

墨带来了一种硬度。 通常而

言，水墨总是借助于柔软毛

笔的渗染而带来平淡，但与

西方绘画对比，水墨的柔软

也有着一种感觉上的劣势。

如何在保留水墨内在渗透

与通透的同时，又不人为外

在地增加强度？ 传统有龚贤

那般层层积墨的方式带来

画面的厚度，即带有一种具

有虚薄感的厚度，后来被黄

宾虹的"浑厚华滋"所发扬。

但许华新却通过水的层层

累积 ，甚至浸透宣纸 ，一层

层的淡水与淡墨反复渲染，

反复调整，让时间与耐心成

为绘画最为内在的元素，通

过加入多重的时间性，山水

画的品质重新丰厚起来。

他空寒晶莹的山水画凝聚

了时间的包浆，聚合了多重

的时间性。他的绘画既是时

间的洁净化也是空间的晶

体化：作画的时间性（一幅

画的淡墨渲染要持续几个

月）， 画家主体心性的时间

性（对古意的体会与保持静

如止水的淡然）， 画面对象

的时间性 （荒寒与空茫之

境），材质的时间性（对宣纸

与墨 性 的 反 复 寻 找 与 配

搭）。 在绘画中，许华新充分

挖掘了水性的可能性，这是

对水之自然潜能的发现，当

水之柔软性发挥到极致，反

而带来一种空白的空灵，这

个形而上的空白带来了无

形的厚度。 此外，空白的聚

集反而带来了硬朗，因为空

白与山体形式的隐约结合，

带来了晶体般的透明质地，

是与"浑厚华滋"相对的"空

寂朗润"：心游空境，静寂纯

净，灵光朗现，清润素雅。

许华新的水墨画以其

独有的玉质感为水墨带来

了内在的硬度与晶体般的

透明形式，接通了从王维到

董其昌以来在雪景图上所

渴望的"四时常见雪肌肤"的

空明意境，并且具有"虚薄"
的内在张力。 许华新直接龚

贤的积墨法带来的空灵之

气与荒寒之光，走向与西方

光感相通的"光气融合"的绘

画语言，既为水墨带来了内

在的硬度，也唤醒了内在的

灵光，让荒寒之古意得到了

最为自然性的体现，并呈现

了水墨内在的力量。 这为水

墨现代性的转化提供了一

个绝佳的范例，可以冷却我

们这个过热过快的时代，可

以凝定我们茫然的眼神，安

息我们生命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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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华，1960年生于安徽合肥。 斋号淡墨
斋。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画院沈鹏书
法创研班成员。 作品曾获全国首届篆书作品展
二等奖、九成宫全国书法大赛优秀奖、第五届、第
六届北京电视书法大赛二等奖、 全国首届杏花
杯书法大赛优秀奖、迎接新中国成立 60周年全
国书法篆刻大赛一等奖， 入展全国第三届扇面
书法艺术展、第三届齐白石国际书法展、庆祝建
党 90周年信德杯全国书法展、第三届北京国际
书法双年展、笫十四届、十五届北京书法精品展、
首届四堂杯全国书法精品大展等。

书画装裱·策划承接展览
艺术品收藏·艺术品交易
地址： 北京市曙光中路 9 号
（北京农科大厦北侧）
电话：88452829、88501009

■ 吴川淮

大美其外 华蕴其中
———我读王大华

王大华书法 篆书条幅 许华新国画 绝尘西去 270cm×800cm

许华新， 男，1991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
美术系。2004年硕士毕业于厦门大学美术系，师
从洪惠镇教授。 2006年就读于中国国家画院山
水画工作室。 2007年就读中国艺术研究院贾又
福山水画工作室。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术展览
并获奖。 多幅作品及多篇论文发表于美术及文
艺杂志。 现为中央美术学院贾又福工作室助教；
北京大学贾又福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 北京汉
方智圣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艺术总监；《书画
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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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山 如 玉
2012许华新水墨作品巡展

开幕时间：2012年6月16日15:00

展期：2012年 6月 16日至 7月 9日

地点：798艺术区 D09-1桥艺术空间

主办：北京今成雅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王大华书法 篆书扇面

王大华篆刻 惠风和畅

许华新国画 无欲 240cm×120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