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民族特

色、最具群众影响力的艺术。作为当代书法

大家，沈鹏先生的书法具有深厚的传统底蕴

和强烈的个性特征。其诗书一体的综合成

就，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他用一件件作品

诠释着诗书之美，传递着求索问道精神，表

达着他对艺术的无尽追求。

前辈大家赵朴初先生赞扬沈鹏书法“大

作不让明贤，至所欣佩”。启功先生说，“仆

私交沈鹏先生逾 30 载，观其美术评论之作，

每有独到之处”。沈鹏自己则说，“书法果真

为难”，并且“这门艺术也潜移默化地塑造我

的性灵，我越是深入追求，就越是在艺术中

体会到真、善、美及艺术与人性的一致性”。

沈鹏认为，书法是中国独特的传统文

化，汉字是书法发展的原始推动力，汉字

本 体 是 书 法 赖 以 存 在 和 发 展 的 本 质 力

量。书法具有展示性强、受众面广的特

点，具有富含意蕴美和哲理性的文化特

质。他对书法本质的问题进行了深

入思考，提出“书法的本质是一种

形式美”的论断。

沈鹏强调通感，认为音乐

中高低起伏的音符和体现出来的节奏，反映

到书法中，就是运笔的快慢、线条的变化、用

墨的枯润浓淡、字体的大小疏密等。他说：

“中国书法有很强的民族性、地区性，不懂汉

字的人难以理解辨识，但它的形式美所内含

的运动感、节律感、和谐状态同各门艺术有

通感，同观赏者的内在机制相适应，因此有

被普遍接受的基因。”

沈鹏曾组织制定《中国书法发展纲要》，

提出“书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推动

中国书法事业的良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他在对书法事业发挥组织领导作

用的同时，在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

上也达到了时代的标高。他在书

法 教 育 中 提 出 的“ 十 六 字 方

针”，即“宏扬原创，尊重个性；

书内书外，艺道并进”，充

分体现着他独立的学术思

考和创新实践。

沈 鹏 认 为 ，除 了 书 内

的努力，还要在书写之外

寻找支点，这也是中国书

法 重 视“ 修 养 ”的 原 因 之

一，书法通过形式美传达的情感应该从一个

民族的心理结构中去寻求。“艺道并进”实际

上涉及中国艺术的哲学特质——艺即是道，

沈鹏先生正是这样的追求者、实践者。

近 10 多年来，已届耄耋之年的沈鹏先

生仍在中国书协、中国国家画院、中央文史

馆等机构讲习传播书法艺术与古典诗词，以

自己的智慧化育、启迪后学，为当代书法人

才培养和书法队伍的薪火相传贡献力量。

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鹏：

诗书一体 艺道并进
本报记者 常 理

从“盛世中国——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书法大展”，到

“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

年书法大展”，再到“征程：迎接庆祝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书法大展”⋯⋯

这几年，中国书法家协会筹办了好几

场重量级书法大展，引起热烈反响。

在这些重要活动的现场，总能看见中

国书法家协会孙晓云主席的身影。

“书法艺术承担着撰文记史、濡

墨抒情的重要使命。流传千年的经

典碑帖蕴含不朽的艺术魅力，也留下

了历史印迹，记录了书写者的真情实

感。”孙晓云说，“广大书法工作者在

奋斗中捕捉灵感，在创新中积累素

材，创作具有时代气象的优秀作品，

体现时代新发展，开拓文艺新境界。”

作为一名连续参加了党的十七

大至党的二十大的党代表，孙晓云对

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倍感振

奋。她说：“当代书法工作者要关注

社会需求，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

神食粮。”

孙晓云始终坚持传承和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融入人民生活，贴近时

代发展，创作出雅俗共赏、正大气象

的优秀作品。她用最朴素的语言向

书法爱好者解读书法笔法，把对书法

的思考和研究经验融入专著《书法有

法》中 ，该 书 出 版 22 年 来 已 再 版

36 次。

“文艺工作者要用专业说话。”孙

晓云说，“我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名

‘书法实践者’，我要做的就是把中国

传统书法的古代经典进行活化，努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当代书法以

及全民阅读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传

递书写体会与经验，让更多人进入中

国传统书法的审美世界。”

文化如何更好传承？在她看来，

历代经典书法作品阐释着中华美学

的至高境界，当代书法工作者既应广

涉古代碑帖，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的

传承，又要坚持古为今用、守正创新，

推动中国书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

“古人难以得见的碑帖，今人可

在线上展厅一睹真容；多机位拍摄的

网络教学直播，让遥隔千里的人们能

够清晰领略创作细节；线上讲座等活

动，更拓展了知识边界。在对经典的

传承与创新中，书法文化与翰墨之美

馨香远扬。”孙晓云说。

身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

云的一项重要责任是以学术建设引

导社会审美，在保护与传承书法艺术

的同时，激发中华文化的创新创造活

力。令她欣喜的是，越来越多青少年

爱上书法，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储备

有生力量。今年秋季起，书法进校

园、进课堂有了更加具体的实施和评

价标准。

“在一笔一画的书写中，广大青

少年不仅能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厚底蕴，更能深刻感悟中国人

特有的思维方式、美学品格，激发起

对国家和民族的赤子情与责任感。”

孙晓云说。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

一笔一画扬书法之美
本报记者 敖 蓉

他，是著名雕塑家，在近 40 年的光阴里塑造

了 600 多件作品，以崇高的情怀、精湛的技艺为

作品注入根与魂；他，用不停歇的创作，讴歌着伟

大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他说：“只有为了人民，

才能有不竭的创作源泉，只有熔铸民族与时代精

神，才能让艺术真正留下来。”他，就是民盟中央

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吴为山。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广场耸立着一尊大

型雕塑《旗帜》，气势如虹，这是吴为山近年来的

重要代表作之一。《旗帜》的创作用了两年半时

间，从平面到立体，从具象到抽象，历经无数次推

敲、打磨。吴为山说：“《旗帜》不仅是形式美的创

造，更是文艺工作者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初心与

使命的过程。”

“红色”是吴为山始终坚持的创作基调。“23

岁时，我创作了雕塑《新四军东进》，这成为我‘红

色’题材创作的先声。”吴为山说。从革命领袖到

时代楷模，他的雕塑作品中有 70 多件聚焦红色

主题。吴为山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艺，但

精神的代代传承是文艺作品中不可缺少的基

因。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中华民族历史、中国

共产党党史，在历史中找到规律、找到前进方向；

要扎根人民，向人民学习；要在优秀传统文化中

找到创新的方向。”

以雕塑为纽带，吴为山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

桥梁。2021 年 9 月，吴为山创作的大型青铜组雕

《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在希腊雅典

的阿果拉广场揭幕，不同文化碰撞出绚烂火花。

《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心灵

之门——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与中国诗圣杜甫

对话》⋯⋯吴为山以中华历史人物为主题创作的

雕塑作品，已有 53 件落成于 26 个国家和地区，一

尊尊反映中国文化精神的雕塑讲述着精彩的中

国故事。“我们要用‘美’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在

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中华文化的影响

力。”吴为山说。

吴为山重视雕塑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首创中

国现代写意雕塑之风，提出写意雕塑理论。他主

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百年雕塑

研究》和《新时代中国雕塑的传承与发展》研究项

目，为青年人才成长提供学术平台。

2014 年，吴为山出任中国美术馆馆长。在

他看来，中国美术馆是国家美术的殿堂，是国

际交流的窗口，也是美育大众的平台。“我

们组织中青年艺术家进行创作，为人民

塑像、为时代立碑，加强国际交流，让

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审美创造，通过

中国美术馆这一平台向世界发出声

音。”吴为山不遗余力推动全民美育

素质提升。依托于 13 万件藏

品，中国美术馆通过举办“大师

讲大美”“残疾人温暖日”

“ 中 国 美 术 馆 之 夜 ”等 项

目，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作出新尝试。

“美育大众，润物无声。

我们要用美提升全民人文素

养，沉淀文化自信的沃

土。”吴为山说。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精雕细刻铸红色经典
本报记者 张 雪

徐冬冬的艺术作品融入了东西

方文化智慧。他对意象绘画、印象绘

画、抽象绘画都有着深入研究和创作

实践，将中国哲学里的抽象概念作为

其绘画语言，创建了风格独特的中国

抽象绘画流派。

这位年少成名的画家，28 岁便

由中国美术馆为其主办个展，29 岁

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国家一级美

术 师（教 授）和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38 岁那年，徐冬冬创作的名为

“阳光与和谐的梦想”的行为艺术在

全球展开。他将充满中国山水情怀

的《徐冬冬画集》放在亚洲、欧洲、美

洲的 1700 多家图书馆、博物馆和美

术馆中，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中感

知中华文化。

徐冬冬走遍国内大山大河写生，

走出国门游历 40 多个国家，东西方

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使他陷入了深刻

思考。他认为，人类文化走向需要产

生新型文化，这种新型文化来自于

中国优秀文化与先进西方文化的会

通。中国在融入世界格局中形成的

新型文化，应成为全人类优秀文化中

的杰出代表。他静心研究如何将西

方文化的抽象逻辑思维中国化，并努

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文化

自有的抽象逻辑思维。他希望，建立

在中华文化自有的宇宙观、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基础之上的中国式抽

象逻辑思维及其文化体系，能为中国

科技、中国经济的创造力、引领力发

挥文化支撑作用。

徐冬冬的艺术成就中，创新之处

是探索建立中国抽象绘画。他将中

国抽象绘画作为文化创新创造的手

段，不是画眼中所见，而是表达宇宙

世界万物变化的本质，表达中国人的

情感、文化血脉，表达生命的问答和

思考。

10 多年前，他开始尝试用中国

抽象逻辑思维来描绘二十四节气七

十二候。创作中，他将画纸铺在地

上，用雪、雨水、风沙作为融化颜料的

方式，或者和颜料相混合，全身心投

入，感受大自然，赋予作品独特的生

命力。每一幅画作都是其灵魂在笔

墨之间与大自然的合唱。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是徐冬

冬历时 10 年创作的结晶。在这组作

品中，他对宇宙和生命进行了深切思

考，将中国哲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里的一些重要概念以国际化的绘画

语言表达出来。这套组画的完成，是

他坚持探索中国抽象绘画的厚积薄

发，标志着他独树一帜的绘画语言的

成熟。

与天地对话，感悟四季之变、宇

宙之变、生命之变，是徐冬冬从未间

断的艺术生活。“让中国文化自信地

进入世界，让其所产生的新型文化带

给人类更多福祉，是我们的理想与

追求。这对中国文化是一种

考验，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一

份责任。”徐冬冬说。

国家一级美术师徐冬冬：

创新绘画语言对话世界
本报记者 姜天骄

艺术虽有门类之分，却又相通互

鉴。“中国书法具有整体的美，它和

诗、画、印有着共同的审美品质和文

化属性。”日前，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朱天曙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书法艺

术要扎根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持续

发展。

中国的诗、书、画、印融在一起，

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是中国

艺术的一个表现方法。”朱天曙说，

“我讲中国书法要强调它的文化品

格，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法上的传承，

要从整体上、从中国文化的脉络上来

认识书法艺术。”

如今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不少主

播进行书画才艺展示或教学。朱天

曙表示，我们应该树立健康、朴实、准

确、优美的新媒体艺术观。

“我强调要做朴实的新媒体，让

大众能够接触到真实的知识。”朱天

曙认为，现在很多平台都在进行艺术

普及和宣传，直观形象、方便快捷地

展示了中国艺术的丰富内容，但是缺

乏系统性。“面对新媒体传播，既要看

到它的好处，也要看到它不是学习艺

术的最主要渠道，而是辅助方法。”

这些都与加强书法舆论环境建

设和文化传播紧密相关。朱天曙提

出，要做到三个结合，即创作和研究

相结合、艺术和文化相结合、国内和

国际相结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

的艺术，中国书法应该有自己特有的

精神面貌。在传承艺术经典和体现

时代风格的基础上，要发挥书法家的

个人创造性，把个人的艺术创造和时

代风格紧密结合，将传统的书法艺术

向前推进。”

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和学

术委员，朱天曙通过对颜真卿书法流

派史，石涛与清初碑学，齐白石与近

现代书法、明清印学等一系列书法篆

刻专题的研究，扎实推进中国书法的

学术和艺术纵深发展。

北京语言大学拥有完整的书法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涵盖书法专

业本硕博研究生和博士后。2018 年

成立的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研究院，是

全国首家中国书法国际传播实体研

究学术机构。目前，朱天曙担任该院

执行院长一职。他们通过组织访问

交流、国际传播论坛、讲座、展览等方

式，推动中国书法走向世界。

朱天曙表示，我们不仅要与日

本、韩国、新加坡等汉文化发达的国

家开展书法国际教育和学术交流，而

且要加强向欧美等非汉字国家的传

播。“在传播过程中，让人们了解

到中国书法的根在中国，中

国书法的源头在中国，

树立文化自信。”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朱天曙：

相通互鉴展文化自信
本报记者 李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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