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投资0404 2024年11月16日 星期六
本版主编：刘 光 责 编：宋建华 制 作：董春云

樊波，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美术学原系主任，江苏省美学会
会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论艺委会副
主任、秘书长，澳门城市大学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作为书画美学理论家，樊
波教授早年出版的《中国书画美学史
纲》，对中国书画美学史从概念、范畴和
命题内涵进行了基本建构。近年，樊教
授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丰富、完善和提
升，出版了《中国书画美学史》，引起学界
广泛关注。近来品读此书，联想到当下
各种涉足美术推介批评的自媒体视频良
莠淆杂，颇感书画美学传播的必要价值，
于是请樊波教授就此话题展开漫谈。

康守永（以下简称康）：面对手机终
端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各种观念、思想、
认识的快速广泛传播，我们越来越意识
到，如果是简单地基于经验感觉、生活
阅历带来的有限认知，面对普通大众信
心十足地对书画艺术进行批评和判断，
显然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批评固然
是每个人的权利，但缺乏理论知识的支
撑，批评的姿态再激烈、感情再真挚，也
难免隔靴搔痒或错误百出。不知樊教
授以为然否？

樊波（以下简称樊）：的确如此。我
以为，一方面，现代传媒技术的发达给
学术研究带来极大方便，无论你是研究
古代书画艺术，还是近现代书画现象，
无论你进行个案考察，还是对某个历史
阶段书画的整体探讨，新兴的传媒手段
都会给人们提供比较充分、快捷的信息
资料。由于传播广、影响大，特别是书
画界的各种批评通过视频直播在专业
圈以及各个阶层民众中造成了极大反
响。实际上，不仅非专业人员，一些专
家学者也都参与到制作视频活动之
中。这倒是可以肯定的。然而正如你
所言，有些批评言辞激烈但却比较轻
率，虽然传媒技术给知识获得带来便

利，但任何文字都须逐字逐句去阅读，
要去精准理解，深入发掘其中含义。一
些书画图像也需要人们有足够的审美
感悟力，对艺术作品的形式构成有训练
而成的敏感眼光。所以我一直认为，从
事书画研究和批评，一定要有书画实践
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会产生你说的
隔靴搔痒之弊。

这种情况，中外有别。西方有的美
学家和美术史论家（如黑格尔、贡布里
希）不一定懂得艺术实践，但对西方艺
术和历史却能建构一整套的理论体
系。这是因为他们都具有一个哲学和
艺术的“理念”（尽管他们对“理念”的解
释不一致甚至相悖），并往往将艺术作
品及其历史视为这一“理念”发展的注
脚，或者主要将艺术作品作为知识对象
来看待和加以阐发。不过，西方的画家
从达·芬奇一直到安格尔、德拉格罗瓦、
毕沙罗、凡·高等人也都对绘画有独特
而深刻的体会和理论见解。而中国书
画理论多出于艺术家之手，大都是他们
书画实践的审美概括。如将他们的书
画言论集中起来加以阐释，同样可以建
构一个与西方艺术史论相媲美的、毫不
逊色的、富于思辨的体系。我们当然不
必与之亦步亦趋，也可以对他们展开批
评，但首先应当真正地理解他们的艺术
和思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否则批评就会沦入谬误重重的境地。

康：对中国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
书画美学，采取轻视和否定的态度，历
来不乏其人。认为连同中国书画美学
在内的整个传统文化是陈腐落后的，是
与现代生活脱节的。持这样态度的人
也不乏文化大家，这是缺乏文化自信的
表现吗？您觉得原因在哪里？

樊：对于这一问题，上面已然做了
解释。这里可以讲两个话题。一是，关
于现代生活的艺术表现。由于受到西
方艺术（尤其是现代、后现代）的影响，

中国一些理论家认为，中国画已再难加
以表现了，他们还认为，只有西方式的
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才真正符合现代生
活的情境和状况。西方有的学者（如丹
托）进而认为，艺术已经死亡了，不可能
再辟出其他新的路径。据此来看，中国
画更是一具僵尸了，不知死多少次了。
我认为，应该允许各种艺术样式存在，
相互竞争，而不宜搞一枝独秀。但中国
艺术应自有主场，不可按着西方艺术的
节奏起舞。另外，艺术市场还发挥着重
要作用，也是制约和评价古今中外艺术
发展及其高低与否的测量仪。二是，现
在大约没有人妄称自己为文化大家（或
艺术大家），更不用说自诩为大师了。
并不是由于这样就会立即遭到网络写
手（或视频）的攻击，而是说，人们要去
真正全面了解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学
者和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真的很困
难，犹如盲人摸象。就中国而言，从年
轻人到老年艺术家（包括学者），从社会
统计学角度看，人们究竟知道多少呢？
从国家乃至各省市级的书画展或各种
课题来确定，也肯定是偏于一隅。文化
自信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落实到具体作
品，应当以艺术水平的优劣和审美趣味
来加以判断。

康：您刚谈到的“现代生活的艺术
表现”，的确不是属于某一种艺术的特
许权力。从中国画的创作来说，也并非
只有表现了现代物象才是表现了现代
生活。传统哲学思想对中国画的观念、
规则和审美有深刻影响，决定了中国画
的文化特质。所以中国画的创作表达
空间应该更大。但一般而言，是否应有
一个基本的哲学指引，比如中国古代以
老庄为代表的这些哲学家和美学家，影
响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有几千年之久，对
中国书画美学观念的影响同样深远。
回望历史，例证很多。当代也有人呼
吁，学中国书画一定要了解老庄一派的
道家思想，或解衣盘礴般的精神气质。
对此您怎么看？

樊：老子和庄子的哲学和美学既可
联系起来看，也可分开来去探讨。老子

《道德经》自汉代以来，就发现了不同版
本，注疏研究者不胜枚举，但全书没有
一句话谈及书画。庄子一书大约只有
一处提到绘画（真画者）。老庄哲学和
美学对中国书画的影响主要是从思想
观念层面上产生的，后世的书画理论许
多说法都是在这种思想观念层面和艺
术实践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但我不认
为，书画创作一定是在老庄哲学和美学
的影响下进行的，没有一个书画家在创
作过程中会时时刻刻想着某个观念，更
多是凭借着技巧、感觉和长期艺术经验
来从事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专业

看得很重，对其他专业的理解和贯通不
啻于隔着千山万水。希望这一局面有
朝一日可以改变。

康：您认为中国书画艺术——无论
是实践还是理论都具有一种普遍性和
永恒性，如何论证这一点？从历史的走
向看，中西交汇的现代书画美学是当代
主流书画界、尤其是学院教育的重要风
向，也是国际人文交流更频繁、更便捷、
更开放、更有深度的必然结果。在这种
时代背景下，对传统的看重、学习、挖掘
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从接受的难易
程度看，对中国古典传统美学思想的学
习，在语言上就有一道屏障，要达到理
解、体悟、实践境界就更是一条艰辛之
途。您对此有怎样的期许？

樊：中国书画和理论的普遍性和永
恒性，可以从时空两个方面去看。空间
就是讲普遍性，表明书画艺术几乎覆盖
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并且扩展到海
外。书画（尤其是书法）活动并不局限
于专业圈，固有的身份意识应当冲淡，
西方后现代艺术理论有一种说法，称人
人都是艺术家。我认为这也适用于目
前中国书画的现状。有的学者著书论
证，民间的发屋墙壁上所写的字（古今
皆有），稚拙、天真而无拘，摆脱专业书
法固有的程式，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美
感，对所谓的文人书法创作很有启发。
此外像一些儿童画不也是这样吗？我
去过西北一个县城就有不少民间书法
家（很多人已为中书协会员），他们职业
是企业家，一出手远超专业书家的水
准，就很能说明问题。但这显然又是相
对的，有的人是艺盲，对书画作品基本
麻木无感，因此所谓普遍性就要大打折
扣了。时间就是讲永恒性。每一个个
体书画家生命是有限的，但历代延续下
来并不断薪火相传的书画艺术，则突破
有限趋向无限而永恒。如果真像某些
西方学者所说，艺术有一天死亡了，人
类不再需要它了——会这样吗？在我
的有限认知中，看不出这种端倪。庄子
说：“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艺术与知
识追求一样，也应与人类共存亡。

对中国书画热衷、迷恋的人以及
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太多了，我怎么可
以妄言期许呢？这里主要谢谢你和贵
刊对我及我的学生长期以来的支持。
北京曾是我学习的地方，而南京则是
我生活和工作的故乡，这几年我又常
赴澳门从事教学，对中西艺术交流又
有了更新的感受。希望能多多看到康
总编率意的书画大作，也愿能常常读
到你美妙的诗歌吟咏，我们保持联系
不断哟！

康：谢谢樊教授的支持与鼓励。
(文/康守永)

传统的魅力和“现代人的傲慢”
——樊波漫谈中国书画美学

石峰的绘画创作，早年偏重水墨山
水，现在则专注于青绿山水，但无论是
水墨，还是青绿，都体现出一种苍茫清
润之感。从本质上看，中国山水画重

“道”轻“技”，而石峰山水画中的苍茫之
境，正是他通过笔墨对中国传统文化、
哲学之“道”的表现。石峰通过他的作
品告诉我们，中国画的创作始终需要植
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深入理
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将传统的哲学思想
和美学观念融入创作，是当下我们中国
画创作者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刘万鸣（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石峰的青绿山水，由于其笔墨的锤
炼，使得他的山水画具有笔健、墨苍、色
润的气质，画中布局大气，开合有致，丘
壑跌宕，一反许多青绿山水那种过于矫
饰的病态，而呈现出大刀阔斧的写意特
质。这种以写意手法去画青绿山水，却
依然保有其原来水墨山水画的品格，在
青绿山水画的创作上是十分难能可贵
的。也使得石峰在当下的青绿山水体
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为青
绿山水画如何以写意去表达山水精神
另辟了一条十分可行的路径。

——何加林（中国美术家协会理
事，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

石峰在山水画的实践中，试图将北

宗的笔法和南宗的审美巧妙结合在一
起，这对石峰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
课题。因为，从审美来讲，董其昌倡导南
宗的披麻皴，之所以能够更加深入的体
现文人画“以画为寄”的特点，是因为它
的中锋用笔，可以达到既柔也刚、既枯也
润的一个境界。石峰的基础用笔是北方
的，来自碑学体系。方笔特点相对来说
比较粗，比较强调力量、重拙。石峰在实
践中，去掉了长披麻皴中的细节，使它变
得更长，用这样的笔势来勾勒山石，再去
用水墨皴擦或者用青绿晕染。因为青绿
的晕染，可能会使他的皴法减弱，但从斧
劈皴到披麻皴的转变，让石峰的画面显
得既有北方的气势，又有南方的温润。

——尚辉（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

石峰水墨、青绿均擅长，尤其在墨、
色结合这块，应该说是兼具了清雅虚和
的笔墨精神在里面，既有非常肯定的笔
意，又有湿染干皴以及色度的微妙结
合，这让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丰富的意
象。我们说人品即画品，大家都提到石
峰的北人南意，从他的神采也能够看到
他的画，在他身上是统一的。石峰从外
表上看是那种高大的、清朗的，有魏晋
人的风格，又有汉唐的气象，表现在他
的画里，他的用笔和用墨都很明快、很
爽朗，有一种快意的锐利。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画学研究部主任）

石峰山水画作品的特点，我认为可
总结为四个字：中正有变。大山大水，
取法古人的雄奇一派，无取巧妩媚之
态，同时又能在稳健里藏灵变，在统一

的气质品格内开出一道活水，的确难
得。他的青绿山水以笔墨为骨架，温润
苍茫，改变了我们对青绿山水有时过为
璀璨而造成的浮夸之病的看法。石峰
的画力求整体，少苔点，多现体面的用
心经营，开始形成自家面貌。而且，我

发现他的山中常有亭。亭，停也。此展
可视为石峰创作历程的一次短期总
结。正可借画中之亭小憩，多多思考，
未来的丹青之路自会别开生面。

——吴洪亮（北京画院院长，北京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石峰山水画辑评

在中国书法史上，西周金文以
其雄厚圆浑的书铸风格独树一帜，
研究西周金文不同时期、不同地域
的风格变化，对于我们洞悉古文字
书法的流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何尊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
是西周早期何姓宗室贵族所作的
青铜祭器，该尊四周有高浮雕饕
餮纹，造型浑厚严峻，工艺精美。
在尊内底铸有铭文 12行，122字，
记录了周成王对于宗小子的训诰
之辞。铭文内容不仅印证了史书
中提到的成王始迁都成周（洛阳）
的历史，其中“宅兹中国”的表
述，更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

记载。
西周早期金文书风表现出凝

重质朴的特色，其成因与青铜器铭
文的制作工艺、文字发展的内在规
律有着重要的联系。何尊是西周
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章法随
尊底环形而布，字形大小错落，正
欹相生，与中后期金文的纵横井然
相比，具有一种自然天成之趣。其
笔形质朴、雄浑厚重,“宗”“文王”

“克”“有”“于”等字的起收笔保留
了较明显的手写体用笔形态，生趣
盎然，这一点与圆匀遒丽的西周中
后期金文形成鲜明的反差。

(文/虞晓勇)

“宅兹中国”读何尊铭文拓本

石峰，生于1969年，山东单县
人。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画院
主题创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
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民族美术艺委
会委员，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中
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国家画院
特聘研究员、石峰山水画工作室导
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研究
员，中国国画学会常务理事，国家
艺术基金评审委员会专家等。国
家一级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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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何尊铭文拓本

樊波（前排右四）与学生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