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胸中一段奇
——《陆俨少精品选集》序：“长河溯源”（二）

江苏省第二届书法临帖作品展（苏州巡展）
展览时间：2025年4月14日—5月10日
展览地点：元和塘美术馆（苏州相城区宣公路688号4号楼）

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苏州相城区阳澄湖西路95号）

本次展览展出的210件精品力作传承于
历代经典碑帖，技法精湛，气韵生动，是江苏
书坛最新临帖水平的集中展示。作品涵盖
篆、隶、楷、行、草五大书体，既有对名帖的精
准复刻，也有书法家融入个人风格的创新表
达。部分作品融合了江南文化的婉约与灵
动，笔墨间可见水乡的温润与历史的厚重。
一些书法家的临帖作品在尊重原帖的基础

上，大胆尝试章法、用墨的变化，令人耳目一
新。观众不仅能欣赏到笔墨的精妙，更能体
会书法家如何通过临帖“师古而不泥古”，在
传统中寻找当代艺术的灵感。此次展览特
别设置两大展馆，观众可一次性饱览不同风
格的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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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长江丹青韵”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镇江站
展览时间：2025年4月16日起
展览地点：镇江市美术馆-长江路展厅

（长江路80号）

展览由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南京
书画院（金陵美术馆）、镇江市美术馆承办，是
南京艺术基金2024年度传播交流资助项目，
展出了南京书画院、金陵美术馆专职画家、青
年画院画家、特聘画家 50余件长江主题作
品，囊括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等多种美术
形式。作品以长江为表现主体，在“与江共
生”“与时俱进”“文脉流长”三个板块中呈
现。参展艺术家们聚焦长江题材，讲好长江
故事，以多角度和多形式推出体现长江文化

内涵的美术作品，通过艺术的方式让文化走
进人们的日常，浸润人们的精神世界。

“百鸟朝凤”名家写“凤”邀请展
展览时间：2025年4月16日—4月27日
展览地点：江苏省现代美术馆1号展厅

（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50号）

江苏省美术馆典藏名家书画巡展（太仓站）

无限之限——中国当代油画研究展
展览时间：2025年4月18日—5月18日
展览地点：南京美术馆1、2展厅（秦淮区四条巷12号）

本次展览源于杨大伟、孙磊、李安源三位
艺术家丰厚的理论著述、深邃的艺术思想及
鲜明的个性。杨大伟以逸笔勾勒自由之境，
孙磊融合多媒介注重理性表达，李安源强化
画面直觉鲜活，守护本真表达。此次展览以

“作品+著述+视频”的立体化形式呈现，满足
了观者对艺术本体的深层探究需求。策展
人、雨花美术馆馆长李文钢表示，在众多展览
实践中，理论与创作如此高度统一的案例实

属少见。这场兼具可观性与可读性的展览，
为观众带来了全新艺术体验。

三生有兴：杨大伟、孙磊、李安源作品展
展览时间：2025年4月18日—5月7日
展览地点：雨花美术馆（南京市雨花台区竹影路5号）

本次展览以“无限之限”为学术主题，既
是对架上绘画未来发展的追问，也是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礼赞，让根植于
东方智慧的文化基因，以油彩为媒介，在当
代生活的土壤中蓬勃生长。中国油画自在
本土扎根以来，就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的东方美学观，在摹写现实的基础上重构艺
术面貌。南京美术馆立足自身学术定位发

起本次展览，以“传统为根，当代为翼”的策
展思路，搭建起一架艺术与公众对话的桥
梁，让“无限之限”的美学追问，在美术馆的
空间中获得回应。

展览时间：2025年3月23日—5月5日
展览地点：太仓名人馆1、2展厅，宋文治艺术馆展厅

本次巡展，是省文旅厅继启东美术馆、
盐城市美术馆、高邮博物馆、淮安市美术馆
巡展后，继续组织的“家门口看大展”活动，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
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优质馆
藏作品惠及全省更多百姓。2025年巡展活
动将首站定于太仓的宋文治艺术馆（太仓名
人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展览专程将
宋文治先生的真迹迎回故里，包含江苏省美
术馆珍藏的《山川巨变》《太湖之晨》等多件
代表作，意义非同寻常。本次展览呈现20

世纪中国画名家的
经典作品，既与本土
艺术传统形成历史
回响，又是对近现代
美术成果的系统梳
理与集中展示。展
览基于地域性策展
理念，构建起太仓名
人馆与宋文治艺术馆两大叙事空间。两个
展馆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呼应，多角度呈现
江苏美术百年发展的时代画卷。

吕凤子先生诞辰140周年，吕凤子美术
馆策划推出“百鸟朝凤”书法艺术大展，汇聚
当代百余位书画名家以“凤”字为主题的艺术
创作，以笔墨丹青致敬先贤，传承其崇爱尚美
之艺术精神。此次展览来到江苏省现代美术
馆，百余位书画家以各自独特的艺术语言，在
宣纸上挥洒笔墨，或遒劲如松，或飘逸若云，
或古朴典雅，或创新求变。这些作品既有书

坛大家的成熟风范，也有墨苑新秀的锐意创
新，共同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艺术长卷。

□萧平

以王翚比陆俨少，是因为他们对于传统的
共同点，前者是三百年前的集大成者。然而笔
者以为，陆又不同于王，且远过于王。王翚早年
得王鑑、王时敏指点，后又应召去北京数年，看
到许多历代名迹，并一一临摹，这就造就了他摹
古精到逼肖的才能，后人也因此得以一睹赖其
笔墨才保存的前贤风貌。他以此为本线，提出

“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的
大成计划。而其晚年定型的套式画风，却反映
其“大综合”计划并不成功。陆俨少早年囿于老
师，所临“四王”一类真迹亦有限，南京画展中的
古画名迹才使其“暴富”起来。他传统的财富主
要是看、读来的，所以存之于胸的是精华和大
意，汰去了次要的细节；他的这些财富，又不断
地用于创作实践，在实践中得以巩固和发展。
他禀性倔强刚直，他的“自我”便会在对于传统
的应用中顽强地显露出来。换言之，他在虔心
传统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强烈的“自我”。对
于传统，他“入”得有性格，“出”时就自然潇洒得
多了。这个基础，导致了他最终步入前无古人
的艺术境界。

对于传统的汲取，俨少先生提出“识辨”二
字，他说：“识辨对于学画，至关重要，即对包括
古人和今人的作品，要有正确的见解，即好在哪
里，不好在哪里，这样才能吸取其精华，扬弃其
糟粕。”又说：“人的禀赋不一，何者是自己的所
长，何者是自己的所短，明乎此，那么以我所短，
学他的所长，永远不能胜过他，永远跟在他后
面。只有用我所长，那么可以胜过他。”（《学画

微言》）俨少先生讲了主客两个方面，即对传统
和自己都要进行分析，也就是识辨。人们往往
只注意其一而忽视了其二，殊不知这正是陆氏
最终开辟自己道路的关键。他在总结自己经验
时举例：他青年时期，吴湖帆山水画已名重一
时，吴画妙在有一种明丽婉约的词境。而他禀
赋刚健木强，近乎沉郁的杜甫诗风，二者禀性不
近，同能不如独诣，故自辟蹊径，使吴画不能笼罩
他。六十年代之前吴湖帆曾以自己的斋名为题，
请他画一大青绿，他有意避开吴氏青绿法，吸取
敦煌及唐画勾线，并参以赵孟頫、钱选两家之法
而成。刘海粟见了，十分赏识，说可作宋画看。

陆氏的“识辨”，还表现在对前贤理论的解
析和批评，如对“六法”中“气韵生动”的解释：

“中国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似乃具象，不似
为抽象。一图之中除去具象之外，其余皆在

抽象范围之内，生动而后气韵生焉。”（《论画
七则》）后来，他又有了新的说法：“气韵生动，
历来不易说明白，我想用‘灵变’两字来解释，
虽不完全适当，但也虽不中，不远矣。”（《学画
微言》）“气韵生动”是中国历来品评绘画的最
高标准，俨少先生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用心，
可见他居高临下，把握大局的思路。再如，他
针对董其昌著名的“南北宗论”说：“不必斤斤
于南北宗之论，而受其限制。土山石山，皆在
表现对象范围之内，尽可因对象之不同，以斧
劈披麻，加减穿插互用之。”南北分宗的观点，
曾经困扰了几代画人，陆氏不仅在文字上，更
在实践中揉合南北，穿插互用，不露痕迹地建
立了自己的新面目。这一事实说明，他在传
统的探索中，强调独立的思考而不受派别的
限制。这也是他“集大成”的一个方面。 陆俨少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