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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公染：感知艺术

1972年生于河北唐山。毕业于中
央美术学院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
硕士学位。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国家画院访问
学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
导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
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现任职于人民
政协报社。

罗公染

有一段时间我对“禅与文学”一类的书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读书受益良多。钱锺
书先生说过：“了悟之后，禅可不著言说，诗
必托诸文字。”我私自续上一句“画必形诸
于笔墨”。

虽然对艺术家而言，艺术创作是通过
塑造形象而反映出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
面，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但不论是读书所
悟出的“道理”，还是直接从实践中汲取的

“营养”，只要能增长学识有助思维，就是真
道理好营养，就有助于艺术家打开创作思
路，提高创作水平。

融汇中贯通，以修养取道，是中国画发
展的现实准则。中国画已有 1500 多年的历
史，我认为，对于今天的中国画家而言，不
肯静下心来读书，静下心来挖掘中国传统
文化的沉淀，对于前人的道法言论，不肯静
心参悟以求默然领悟，即使潜心苦干一生，
最终难有所成。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沉淀深
厚，其精华永远值得整合、消融、传承，只求
取悦于身边世俗眼目的“革新”，以换取短
暂实惠为最终目的，终不能达到“文化者，
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者”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

中国画家应以修养为根基，以承继为
血脉，用情感去铸魂，才会一片真情地续写
出新时代的中国画卷。许多中国画家倡导
的创作“革新”使中国画的概念模糊不清。
这种现象在某种方面倒可以宽容，因为中
国画发展到今天，创作思想正随着时代环
境而不断变化着，使得中国画表现手法越
来越多样化。

当然有些艺术理论和评论家的高论，
不是标榜西化、空洞高深，就是征引古书，
叫人难免有佶屈聱牙之感。以不着边际的
所谓“观念”，任意地来淆惑客观实在的创
作，“敝于辞而不知实”，也是该声讨的。

每个有志于艺术的人都知道，一个画
家的成功，是能将蕴藏在心底最温情、最细
微的心意升华成一种境界，并能用笔墨把
它表达出来。在经历了多年的求索之后，

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融入自然的艺术
创作，不仅需要用眼睛观察，而且还需要用
从学习中积累的广博的智慧和诚恳的内心
去感觉生活、感知自然、体验天然的幽静和
生命的恬美。

我对艺术有着一种理想化的热衷，一
直苦苦追求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语言中找
到一种表现自我和讴歌自然生息的美好的
对应关系。

我的家乡是个山川秀美、人杰地灵的
地方，生于斯，长于斯，我深爱着这片土
地。家乡给我的创伤很多，但在内心深处，

这段生命的过程是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的。正因为有这么一段记忆深刻的生命历
程，加上我所受的教育的局限和在家乡时
期的生活经历，内心曾生成反叛的想法，只
在冥冥之中隐约觉得自己对艺术还有着难
以割舍的情感。

经历多多后，每次回到家乡，在那里，
我却能美美地入梦。静下来，回过头细细
体悟，人的渴望本来就十分简单，无非是为
了能在社会中求得生存和找寻无明中的自
我。读书渐多之后，我将以前遵从的“时时
勤拂试，勿使染尘埃”的信念慢慢向六祖慧
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
转化。

从六祖慧能的偈语中我懂得了亲和生
命本源是纯洁生命的一种体验，我喜欢佛
家那种朴实洗练、澹然凝重的思想，以及清
新透明、朴实无华的生活。我庆幸自己，历
经了长时间的迷盲和困惑后，有幸选择了
求索学识的道路并能够重新确定了追求方
向。学习的过程，知识慢慢地沉淀了我的
浮躁，给了我为人处世的平静心性，为我重
新释解了生命的意义。

于是，我学会了放下，并在放下许多思
想上的负赘之后，逐渐体味到了人与人、人
与自然那微妙而和谐的关系。我抛开伤
痛，在内心深处给自己整合出了一片恬静
安然的天地。

于是，我欣喜地看到，我曾经破碎的艺
术梦想，正在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慢慢粘合，

我在生活的困苦和孤独中慢慢站起来，被
知识充盈了的内心又扬起了希望的风帆。
我对自己说：将自己的每一份喜悦与苦恼，
都同家乡的山山水水联系起来。亲和自然
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生、领略艺术
的真谛，领会生命的价值。

我始终相信，在品味到人生的酸甜苦
辣后还需要有足够的智慧，生命才会抵达
轻盈、秀美的高处。我愿意把自己全部的
生命和情愫奉献给艺术，用质朴的感情，用
智慧的心灵去感知艺术，亲和自然，塑造一
个新的自己。

集 评

范迪安：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罗公染对中国山水画在悠久
的传统和完整的当代这种格局面
前，如何能找到自己新的感受，一
直有思考。他希望能够把山水的
笔墨形态，特别是丘壑的结构，与
自 己 的 真 实 感 受 以 及 画 面 的 章
法、布局，包括用墨、用彩等方面
创新结合起来。当代的艺术如此
繁荣，每一位艺术家如果能够在

一两方面有创新和推进，就不仅
仅是个人的完善和成熟，对同仁
也有很大的启发。

公染能够实实在在地朝向自
己的探索，把绘画和书法结合起
来，把工作和艺术探索结合起来，
这样一种境界，这样一种情怀，既
让我们感到高兴，也让我们感到
需要经常用新的眼光看待公染。

吴为山：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

唐勇力：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
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王岳川：中国书协理事、北京大学教授

一个沉浸于大自然、游历登攀
于大山大水的人身体一定健壮。
一个热爱艺术，长期在文化艺术
的山山水水中遨游的人，他的气
象一定不凡。所谓山山水水，是
指文化与文化人。文化是水，寻
源 而 求 道 ，则 绵 长 而 富 于 活 力 。
山是指人，是那些以自己的人格
和艺术而成就的文化大家。

罗公染对文化艺术满怀敬畏
与崇仰，并以诚与真精研传统，临
习经典。在古代沉淀下来的名作
中与古贤暗通息。这为其作品中

的文化品质、品格的确立奠定了
基础。

不仅如此，公染热心于美术交
流的组织工作，推动国际间的文
化对话。因此，他以尊崇之心与
当 代 艺 术 大 家 交 游 ，倾 心 倾 情 。
近朱者赤，这种熏染与身教，使公
染 日 进 有 功 。 这 是 充 满 活 性 的
学、识、养、品、格的来源。观公染
作品，真可以感受到他的一片文
心。其境心存高远，水墨融融，温
厚而滋润。其象大矣，可知未来
之路当无限阔宏。

罗公染是一位热爱大自然、热
爱水墨艺术并不断追求文化深度
的人，是以自己人格精神、艺术精
神而不懈努力创造特色风格的优
秀画家。

当代，在喧嚣与浮躁的无情吞
噬下，在“物欲横流”的商业背景
下，公染能静下来思考、静下来创

作，能静观体悟直探本心，不仅取
得了精神上的清洁与平衡，同时
也为作品充满了一种活力充实了
必要的学养。公染常常是在借助
艺术“语言”和艺术“形式”抒发一
种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美好向往，
所以，观公染中国画作品，境界高
远，悦目清心，真切自然。

▲ 罗公染画《秋满枝头》2018年

碑学原初概念发生论——以傅山为个案研究（下）

首届“中国（渝北）书法论坛”入选论文选刊

三、傅山对篆隶书味
的取鉴

傅山在对金石学尤其
是篆隶碑版的探访和考证
中，是不可能不会影响到
他的书学思想和书法创作
的，他也留下过很多篆隶
的作品，但是需要指出的
是在傅山那里，更多的是
对汉隶的偏爱，而且这种
偏爱还成为他的家学。他
曾说：“至于汉隶一法，三
世皆能造奥，每秘而不肯
见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
之丑拙古朴也。吾幼习唐
隶稍变，其肥扁又似，非
蔡 、李 之 类 。 既 一 宗 汉
法 ，回 视 昔 书 ，真 足 唾
弃。”这种对汉隶的偏爱
并不是傅山所特有的，而

是傅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
共同偏爱，所以白谦慎先
生才会说“虽然傅山强调
篆书在对书法创造方面的
重要性，但大部分的清初
书家，包括傅山本人，对
隶书的兴趣似乎比篆书来
得高”。

傅山在晚年极力宣传
篆隶在书法中的作用，他
也通过自己的书法实践来
证明篆隶在楷书中的重要
性，以致牵强古人来证明
自 己 的 观 点 ，比 如 他 说

“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
即奴态不足观矣。此意老
索 即 得 ，看 急 就 大 了
然”。他还把楷书有无篆
隶之气作为评价作品妙俗
的标准，“楷书不知篆隶

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
俗格”。甚至是把这种标
准看作是学习书法的首要
条件：“不知篆籀从来，而
讲字学书法，皆寐也。”正
是 傅 山 对 篆 隶 书 法 的 宣
传，使得清初书坛出现了
新的面貌，甚至是出现了
以推崇篆隶、取法篆隶为
倾 向 的 早 期 碑 学 运 动 。

“傅山等书法家对汉隶的
钟 爱 ，推 崇 汉 隶 胜 于 唐
隶，标志着书法品味在清
初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
随着新的艺术品味的倡导
和宣扬，人们开始用新的
目光来审视隶书，新的艺
术 标 准 也 开 始 逐 步 建
立。”白先生在此分析得
很透彻，我们可以看到在

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下，
一大批书法者（指传统帖
学者，此时还未有碑学概
念）开 始 反 思 书 法 的 源
流，开始尝试探索一条挽
救帖学衰微的道路。

傅山无疑是这一探索
之路上的先导者，他的书
学核心思想正是从篆隶中
得来的，我们读他的“宁
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
离 毋 轻 滑 ，宁 直 率 毋 安
排”的书法美学思想 ，总
是能够感受到一股浓郁的

“丑拙古朴”的篆隶味道。
周睿先生指出：“当时

（清初）的学者和书家，即
便是以帖学名世的，对于
多种多样的碑派书法资源
基本上都能以一种积极开

放的态度接纳和推崇，从
而迎来了碑派书法的繁荣
和碑帖结合不断创新的新
局面。”傅山正是站在这
种历史的高度中，而去对
篆隶书法追捧取鉴的，所
以可以称傅山是这种连接
帖学和碑学之间的一个纽
带和桥梁。

结语
傅山作为明末清初文

人的杰出代表，他的书学
思想和书法实践对同时代
和他之后的时代都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他的贡献最
大之处正是提倡篆隶书法
在 传 统 帖 学 书 法 中 的 作
用，这也被视为是碑学思
想的原初概念，并且也可
以称为碑学运动的一个导

火线。我们通过对傅山的
个案研究，可以得出一个
结论，即：清初碑学最先
是依托金石学发生在融入
帖学中去拯救帖学逐渐衰
微 而 存 在 的 一 种 探 索
途径。

但是由于这种融入宣
传的扩张，再加之后来碑
学运动者的疯狂追捧，使
得清初以篆隶为上的碑学
思想，逐渐演变为推崇北
碑，再到独尊魏碑的狭隘
弄堂，由此也就成就了清
代书学上赫赫有名的碑学
运动，傅山也就顺理成章
地被冠以“碑学先声”的
称号，傅山所推崇的篆隶
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碑
学的原初概念。

□ 刘耀桢

罗公染的山水画个性很强，强
调“天然去雕饰”，注重自然浑成
的天然境界，反对过分的人为雕
琢雕饰，这是他的书画美学追求
——用色大胆，每一笔之间大多
不做太多的皴擦，而是不同色阶
的互补性拼接；这种大胆色彩观
呈现出通过还原山水面貌透视出
画家精神世界，体现的是其纯净
的自然之心的美学追求。在浮躁
的时代，能有这样的艺术清醒实
属难能可贵。

罗公染的书法很潇洒，他的书
法与他的山水画一样自然清新，
因为他似乎努力在自然中寻找民
族文化的精神命脉的最为幽微之
处，用线条笔墨呈现出民族的文
化张力，这样，他在书法绘画形态
中 努 力 传 出 中 国 文 化 的 天 人 合
一。罗公染的作品，可以说，每一
幅作品都是用心灵在创作，都尽
可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发现自然山
水深层问题，进而体现出一种艺
术中的文化精神。

▲ 傅山《草书七言诗》轴
注释：小鼎煎茶面曲池，白须道士竹间棋。
何人书破蒲葵扇，记着南塘移树时。傅山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