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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元代杰出的山水画家，王蒙代表作
有《青卞隐居图》《惠麓小隐图》《葛稚川移居
图》《夏山高隐图》《丹山瀛海图》《春山读书
图》等。他的《青卞隐居图》被董其昌誉为

“天下第一”。董其昌评：“王叔明画，从赵文
敏风韵中来，故酷似其舅，又泛滥唐宋诸名
家，而以董源、王维为宗，故其纵逸多姿, 又
往往出文敏规格之外。”这其中的原因，除了
王蒙在绘画上有天分之外，还与其书法艺术
的造诣有很大关系。

从家学出发，外祖父赵孟 、外祖母
管道升、舅父赵雍、表弟赵彦徵对王蒙的
书画艺术可谓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书墨色
上淡雅而淳厚，笔法内敛含蓄，平澹中更见
天真质朴。其书以赵孟 为主提出的“复古
思潮”的基础上，深入魏晋，古意朴实，灵
动而不失雄浑的魏晋书风。具有钟繇“云鹤
游天，群鸿戏海”书风的遗韵。点画饱满，笔
触劲健，结体秀美端庄，典雅高贵，前辈名
流黄公望盛赞其书法云：“叔明公子，文敏公
之外孙也，天姿神品，其于翰墨，深入晋汉，
至于鉴裁，尤所精诣，沤波之宅相，非子而
谁耶？”

王蒙早年在承赵孟 的笔法上是亦步
亦 趋 的 ，不 越 藩 篱 半 步 。 赵 孟 提 倡“ 古
意”，注重“古法”，这里的“法”便是晋唐之
法，用笔内敛含蓄, 蕴藉虚婉。至正二十五
年（1365），王蒙在苏州得到外祖父赵孟 所
书《兰亭十六跋》后，在其后用小楷所作跋
文，约 600 余字，44 行。其文记叙了获此书
卷的经过，对赵孟 继承晋代王羲之书学作
了高度评价。此卷书风承赵孟 ，用笔精到
细腻，点画精微。结体整饬，结字宽扁，势不
可遏。在保留赵氏的神韵同时又不失唐人
法度，中宫宽松，气息雅逸。线条的起笔和
收笔注重逆入回收，布局匀停，字距、行距的
空间较大，字字独立，故整体章法显得清而
淡，疏宕朗逸，耐人寻味，实是楷书中的精品
之作。王蒙跋中的“苟能专心临摹数千过，
虽不能企及前人，要当不让今世能书者，遂
识而藏之。”可见其学书之自信与追配古人
的高远目标。再如王蒙书写于元至正二十
二年（1362）的信札《爱厚帖》，用笔、结字、章
法都受赵氏书风的影响，因其在继承家学的
同时，仍孜孜以求晋唐之法。

然而王蒙的书法又有超越其外祖父的
独特之处，明代吴宽《匏翁家藏集》云：“黄鹤
山人书，当不在赵魏公下”，关于这一点，王
蒙画上的题跋也可证其所言不虚。他作书
诸体皆能，除正、行、草体之外，常用篆籀笔
意书画中题跋，古韵深远。其自云：“老来渐
觉笔头迂，写画如同写篆书。”《松林写作图》
有“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得老龙鳞”两
句，以篆文题于右上角。观其篆书，其用笔
圆健瘦劲，盘曲婉转如玉箸环绕。字法上从

《说文》及汉代碑额中汲取，取金文、小篆笔
意加之其自我的书写风格，赋予篆书意趣，
质朴天真。

从画上题跋可见王蒙完全可以称得上
是一位独立的书法家。

王蒙在《茅屋讽经图》中自题：
客来客去吾何孤，山静山深事亦无。
一卷黄庭看未了，紫滕花落鸟相呼。
此画跋别开生面，重意韵，讲自然，尤其

表现为形式上的多样化和丰富性，此诗意与
画境融为一体。用笔轻松自然，皆成心线，
干湿枯润，全为我用。章法的落错参差，款
题钤印之别出心裁，超凡脱俗。他的画中既
有闲逸隽秀的小楷，又有朴厚淳古的隶篆，
各书体之间变幻于笔端，出于心性，形其哀
乐，达其情性。

王蒙晚年回忆隐居黄鹤山中在谷口耕
田读书之景的《黄鹤草堂图》，其画左上角自
题云：

山中旧是读书处，谷口亲耕种秫田。
写向画图君貌取，只疑黄鹤草堂前。
黄鹤山人王蒙。
此跋语为行楷书，虽为小字，短短两列

跋文，但用笔犀利，收放有度，气度不凡。
王蒙《惠麓小隐图》用真书自跋云：
黄鹤山人王蒙为愚懒翁画。
白头学种邵平瓜，四百年前故将家。
第二泉头春梦醒，洞庭烟水接天涯。
王蒙为叔敬尊契家题。
其书风典雅大气，细腻飘逸，着实有种

“风姿绰约，美人婵娟”之意。出奇中又不失
古意，八法完备，而又书写畅快，使转精微，
方圆并济，骨力通达。然又汲取了多许敦煌
写经笔意，横画略细，竖画渐粗。结体规整
精致，严谨而又开张。字体虽然为小楷，但
点画雄浑，“笔端自有金刚杵”之雄劲。在章
法上，此幅作品布局精心恰当，六列的题跋
文字，第二列和第五列与其他几列的错落关
系极为明显，造成视觉上的张力，给读者一
种疏朗大气，雅逸清劲之感。

他 的 一 些 单 幅 书 法 作 品 也 都 很 有 造
诣。如他晚年草书的精品力作《梦梅花诗
卷》，其内容为：

曾向罗浮认得真，华胥仿佛旧精神。
翠禽栖老千枝雪，冻蝶惊回万木春。
十里暗香云漠漠，一溪流水月粼粼。
要知金鼎调羹客，元是商岩版筑人。
晚年的王蒙愈见功力，出神入化，形

成了自己遒劲姿媚的独特风格。此作为王
蒙与杨维桢、张光弼、刘时可聚会时，在
情绪非常激动和兴奋之时的即兴之作，达
到了“无意于佳乃佳”的至高境界。后人
沈周曾评其书云：“山人之书学，间见此
纸，尤为悚人，当不在赵魏公之下。”此帖
从一开始节奏较为平缓，到逐渐进入书家
性情状态，直至高潮，宛如一场心惊动魄
的音乐会。书中字与字的收放错落，由开
始的方折顿挫棱角分明，到后面的藏锋圆
转线条凝炼；从开始的字字独立到后来的
牵丝连带贯穿其中。用墨的浓淡枯湿，前
面节奏缓慢运用涨墨浓墨的手法，到后来
的枯墨淡墨，在章法上形成强烈对比，节
奏感明快，激荡人心。通篇章法来看，区
域组合相得益彰，这并非他精心的安排，
也非矫揉造作，这是他深厚的功力与当下
心境的真实流露。

画家倪云林曾称赞王蒙的书法：“笔精
墨妙王右军，澄怀卧游宗少文。王侯绝力能
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王蒙在书法上的成
就无疑为他的绘画艺术注入了极大的营养
液。

篆刻是中国古老的艺术。与其
他艺术门类不同的是，时至今日，

“古意”仍是篆刻是否具有“高格”境
界的重要基因。但篆刻不能止于模
古，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仍是
它生命价值所在。“古”在篆刻创作
中，不仅是由字法、章法、刀法、钤印
法等综合要素形成的特殊艺术表现
形式，更是体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有别于他文化的一种永恒的生命意
识和高古的精神格调。

中国人认为自然万物的生成，
取决于“阴阳之开阖”。《周易》中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说：“万物
负阴抱阳。”世界万物无不以阴阳相
合的形式而存在，阴极而生阳，阳极
而生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种
阴阳运化的表现形态，代表了宇宙
生命变化的基本规律。我们在摹刻
古代印章过程中，体味到古时印人
运用阴、阳文形式，发乎性情，创造
出千变万化的艺术生命境象。印面
上阴（阳）线构成有象有形的“实”和
留朱（白）生成无象无形的“虚”之
间，相互生发、彼此衬托、相映成趣，
构成气韵生动、意象充盈的整体气
象。这一整体气象既涵泳着阴阳互
化的生命意识，又体现出气势沉雄、
神韵流动、意境浑成的内在精神格
调。这种生命意识和精神格调，至
今影响着人们的精神气质和审美生
活。

“新”是篆刻艺术历史向前发展
的 必 然 追 求 ，求 新 是 篆 刻 创 作 之
魂。“新”从篆刻史和篆刻艺术创作
的立场去理解，一方面是建立在传
统印章的字法、章法、刀法、钤印法
等基础上通与变的结果，另一方面
也是篆刻艺术家自身独特的艺术个
性与时代审美特征相结合的新颖呈
现。“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只有深
入印学传统，深刻理解中华美学精
神，注重传统文化，特别是诗书画的
滋养以及时代生活的大潮所激发出
的创作激情和艺术灵感，才能将丰
富的传统资源进行现代转化，实现
篆刻艺术的创新发展。

古文字是篆刻成为一门独特艺
术的根本要素。我国古代神话中有

“仓颉造字”的传说。汉字在演变的
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独特
的形态美。东汉许慎在《周礼》基础
上，将汉字造字法归纳总结为“六
书”，使汉字的形成具有丰富的人文
内涵和意蕴。古人最早在创造象形
文字时，以天上的星宿、地上的山川
脉络、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
形状为对象，描摹绘写。因此，汉字
造型呈现出宇宙生命的万千意象，
蕴含着天地造化的神秀灵气。

中国的汉字蕴含丰富的文化内
涵。陈寅恪曾说：“凡解释一字即是
作一部文化史。”如“武”字，楚庄王
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

“武”实际内涵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以戈止武”、追求和平的理念。如
“天”字，《说文解字》中说：“天，颠
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体现宇宙的
永恒无穷。“天”在造型上，有“人”在
其中，形象地说明了“天人合一”的
哲学思想。古人在造字上赋予文化
内 涵 和 思 想 观 念 ，追 求 形 而 上 的

“道”，对篆刻艺术家用刀笔刻写人
文精神，传达审美情趣，深化作品形
式语言创新和意境创造，具有潜移
默化的作用。

“有与无”“虚与实”是中国传统
美学的重要内容。老子“无之以为
用”的思想，对中国书画艺术创作

“有无相生”“以虚运实”“抟实为虚”
的理论有重要影响。尤其在营造画
境方面，画家特别注重“虚”和“留
白”。清代笪重光说：“虚实相生，无
画处皆成妙境。”这对于篆刻创作来
说很有借鉴意义。我们在设计印稿
时，不仅要考虑文字之间“字字相
亲，笔笔顾盼”，还要观照无字、无笔
处虚灵的空间，力求达到“境生象
外”的艺术效果。

“风格即人”，艺术新风格是人
格的投射。篆刻家创作个性的发挥

是篆刻艺术创新的前提。篆刻作品
能否体现鲜明的艺术个性，彰显篆
刻家的主体精神和性情风骨，是艺
术成败的关键所在。赵之谦、吴昌
硕、黄牧甫、齐白石的篆刻艺术都具
有鲜明的个性。吴昌硕崇尚古意，
他博采众长，合宗古今，创造出字法
浑穆渊雅、边栏残破苍扑、章法新奇
多变的独特篆刻形式语言。个性化
的篆刻形式语言是由特殊的字法、
刀法、章法形成的。齐白石以《三公
山碑》富有张力的字形结体作篆法，
以单刀入印，一味霸悍，冲刻出雄强
恣肆的直线，构成奇崛生动、险峻宽
绰的章法，显露出“胆敢独造”的大
匠气派。

刘熙载在《书概》中说：“书者，
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书
如其人，书法是书法家人格的心电
图。颜真卿忠烈的人生个性，悲愤
的忧国之心，彰显了颜体书法的浩
然之气、庙堂之气，也成就了其书法
豁达庄重、奇崛雄健的艺术风格。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
为主”。“气”是指人天然的禀性。艺
术家具备什么样的自然天性，就会
创造出什么样的艺术作品，二者是
不可分割的。艺术创造上的刚与
柔、巧与拙、粗犷与细腻、豪放与婉
约等，都出于艺术家的天性表达，是
自然而然的流露，是真诚的、无法加
以强求和修饰的。篆刻家在纷繁的
社会环境和艺术市场中，要能够遵
从自己独有的天性，不跟风、不赶
潮，以“天怀若水”的心境和朝圣般
的虔诚，认真对待自己的艺术创作。

个性化形式语言的形成不是偶
然的, 是由篆刻家长期与众不同的
生活经历、文化修养、道德品行、创
作经验所形成的。篆刻艺术所表现
出的雄浑、散澹、豪放、静穆、古雅、
清新……也是篆刻艺术家性情、学
养、抱负的最直接反映。篆刻家必
须勤于创作、广泛学习、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不断提高自身的艺术水
平。

印虽方寸，自有天地，在乎文字
形态、在乎布局气象、在乎刀笔精
神、在乎天性意趣、在乎意境独造。
篆刻艺术的学习与创造，需要“与古
为徒”，尚友千载。篆刻家在潜心研
究传统的过程中，需要不断体味其
性情风骨，濡染其文化精神，领悟其
生命境界。如吴昌硕攻石鼓文数十
年，“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九层之
台，起于累土”。篆刻家既要继承传
统，遍临古典，聚沙成塔，更要敢于
突破传统篆刻印式的疆界，在创作
实践上随兴所适，创作出具有传统
意蕴和时代气息，并独具个人风格
的艺术作品。

（本版稿件来源于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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