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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由中国书法家协会、省委
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联合主办的

“静观风来——黄惇书法篆刻作品展”
在江苏省美术馆开展。全国政协常委、
江苏省委原书记梁保华，江苏省副省长
曹卫星，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文艺
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中国书协分党
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洪武，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章剑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梁勇，省
委宣传部部务委员李朝润，中国书协顾
问朱关田，中国书协副主席言恭达、何

应辉，中国文联艺术中心主任刘恒，江
苏省书协主席孙晓云等来自全国各地
书法名家与数百群众一道参观了展览。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黄惇是中国改
革开放后培养的第一批书法研究生，30
余年来，他以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双重丰
收享誉书坛，曾荣获“全国篆刻征稿评
比”一等奖、“第五届全国书法篆刻”全
国奖、“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
等。著有《中国古代印论史》、《中国书法
史——元明卷》、《从杭州到大都——赵
孟頫书法评传》等专著。

本次展览集中了黄惇近十年来百
余件书法、篆刻精品。作品风貌各异，展
示了黄惇深厚的书法功力和艺术成就。
小行草册页、手卷温润雅致，着重文人
情怀的抒发；大行草与篆隶立轴则用笔
遒劲，率性沉郁，气势逼人。特别是展厅
内一件高 1.5 米、长 20 米的《风斋诗
稿》，该作品从古人手卷发展而来，内容
为自作诗，书体不一，纸张颜色搭配古
雅，集中反映了黄惇对各种书体的驾驭
能力以及他在古典文学等方面的综合
素养。

■陈洪武（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驻会主席）
黄惇从书法史的高度审视书法，运用经典的帖学道理、

学术的引领来影响书坛，他的书法创作是帖派传承中的新
变，不是刻意求新，而是水到渠成，厚积薄发。

■言恭达（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黄惇先生是理论、创作与教育三位一体的大家，在书法

史论、篆刻史论、艺术学领域的研究上风采卓著。同时在书
法篆刻的创作上成就颇高，引书坛瞩目。

■刘一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黄惇在各个领域，都卓有建树，大家一致对他的印象是

说他的学问好，今天看了展览以后，他的创作也非常让人敬
佩。我想起了以前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往事，有人到
谢无量先生家里求字，谢先生说最近我的字写的不好，大家
很惊诧，你老先生名气这么大，怎么会不好呢，老先生说，我
近来的字写的太书家气了，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往事，但是我
们今天想想，当时老先生这个话，真是给我们有警醒的作
用。看黄惇先生的展览，我又想到，写字要有好功夫，但不
仅要有好功夫，更要能够把胸中的富有学养的意味通过手
中的笔，恰到好处的表现出来，这才是一个更高的境界。

■李刚田（西泠印社副社长）
黄惇是帖学汉印的开创者，身体力行重新梳洗碑法和

帖学，蔚为大观。他在开创之中坚守，寂寞之中坚守，让帖
学和汉印得以相辅相成。他心静如渊，有着博大的学问涵
养，能够参照历史，并推动历史。

几十年的耕耘，黄惇教授智慧的学术思想、朴实的治学
精神、不含糊的求学毅力和锋利的教学理念为当代留下了
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积累。我与黄惇先生相交几十年，知
心知情，我为他心无旁骛地对艺术痴迷，对学术的沉着、对
史学研究的严谨、对人文操守的坚定，深为感动。他的书法
治学已成为当代书坛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我之所以说是

“特殊”，是他实践了老子的“知常曰明”,回归了生命的本质
状态，求道治学，这种“文化身份”凸显与当下书坛浮夸、思
想浮躁、艺术浮华与理论肤浅形成了反差，也值得当代书坛
反思。

■李金芳（江苏省书法院副院长）
今天看了黄惇的整个展览，我已经看到了当代一个特

殊的精神气象，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气象，一种文思的精
神气象，一种学者的精神气象，一种书法家的本怀。他已经
达到了中华民族今天的精神气象，它展出的是一种精神气
象，而不是别的。

■董国强（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惇可以说是当代重要的书法代表人物，而且他所崇

尚的传统、崇尚并一直大力推动的帖学复兴，我认为对当代
的书法创作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此外，我认识黄惇也有
20多年了，我觉得他在书论和印论上的成就，不亚于他在书
法创作上的成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展览，背后支撑的是
他的学养、他的学识、他的为人。以前说“字如其人”，如其
人，如的就是本人内涵的东西，而不是表面的东西。

■黄惇自我评述
我今天有被大家表扬的这些成绩，实际上我知道这是

微不足道的。与历史上的大家相比，非常肤浅。我在展览
中一个大卷子的后面写了两个跋，最后一个写到齐白石有
一个印语，叫做“老夫也在皮毛内”，这是清代画家石涛的句
子，齐白石刻这个印，是自谦自己的作品都是皮毛，我用在
这个题跋中，也是想说，我的书法篆刻其实也是皮毛。座谈
会上我请来的很多朋友都是我敬畏的朋友，敬是敬重他们，
畏是害怕他们。因为他们其中很多人的学问都比我高，他
们的成就都值得我借鉴，我要向他们慢慢靠拢、慢慢学习，
我想最终可以塑造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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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观风来——黄惇书法篆刻作品
展”今天在江苏省美术馆隆重开幕了，我
受张海主席委托，谨代表中国书法家协
会向黄惇先生表示热烈地祝贺！

黄惇先生是当代中国书坛的重要代
表人物之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至
今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和研究活力，
在书法篆刻创作和理论研究两方面均取
得了卓越的成就，赢得了当代书坛的尊
重。书法篆刻作品1983年获“全国篆刻
征稿评比”一等奖，1993年获“第五届全
国书法篆刻展”全国奖，1999年获“韩国
世界书艺全北双年展”大奖，2012年获

“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在书
法创作上，黄惇先生从书法史的高度审

视书法，坚持走经典的帖学道路，以学术
的引领来影响书坛潮流。他的书法创
作，是帖派传承中的新变，这种新变不是
刻意求新，而是水到渠成、厚积薄发。他
的书法篆刻作品，风格鲜明，对当代书坛
影响很大。书风典雅自然，洋溢着书卷
气。他的篆刻创作，从青花瓷押中发现
价值，印风在深入赵之谦、黄士陵、吴昌
硕、齐白石的基础上为之一变，风格独
特，刀笔互见，在当代印坛独树一帜。

作为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
黄惇先生，在书法史论、篆刻史论研究领
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学术界所瞩
目。在书法史论研究上，他解决了很多
重大难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和观

点，在东汉末期的文人书法流派、北朝石
刻发展的三个阶段、赵派书家群、云间书
派、前碑派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他的《中国古代印论史》被学界称为
中国印论研究的里程碑，填补了这一领
域研究的空白。他的《中国印论类编》积
数十年之功，煌煌巨制，真可以说流传青
史。

黄惇先生书法篆刻创作和研究成果
的取得，源于他于无疑处生疑，于无津处
问津，善于另辟蹊径，不跟风，敢于领先
一步，为当代书坛树立了榜样。

最后，祝黄惇先生的书法篆刻作品
展圆满成功！祝黄惇先生的艺术之树常
青！

我二十多岁就与黄惇先生熟识。正
值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我还在
部队当兵，部队大院的大门口就正对黄
先生家的阳台。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引
他为知己老友，引他为骄傲。

黄惇先生是文革后南艺招收的第一
批书法研究生，是开拓中国书法研究新
篇章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是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书
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各大书法展
事与学术活动的评委，在当今书法界占
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学界的翘楚。
去年，黄惇先生获得了中国书法最高奖

“兰亭奖·艺术奖”。
回眸这三十年，大家都忙，同在一个

城市，在不同的单位工作，让我感动的
是，每当见面谈到有关书法、学术的话
题，他都会两眼放光，滔滔不绝。他笔下

的书法，清雅中不失锐利，流畅间犹存温
润。一笔一划，尽展书卷气；一张一弛，
彰显古风情。他的为人刚正不阿，直率
坦诚，喜怒哀乐言行与表，常常让人感觉
到他单纯独特的“个性”，而这种“个性”，
正是今天罕见却珍贵的文人本色。数十
年来，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风骨与锋芒，
是非常难得的，令人由衷地敬重。有时
设想，如果黄惇先生换上长袍，一定很有
古风。

从弱冠之年开始，黄惇就执教鞭，从
小学、文化馆教到大学。从教五十年，他
栽桃种李，勤于灌溉修剪，如今已大获丰
收。不仅门生遍及天下，有些学生成果
卓然，在学术界、艺术界频频得大奖。学
生成功的背后，是黄惇的用心与汗水，是
他书法艺术的魅力，是他的言传与身
教。他的勤于修勉的文人品质，他的真

诚与执着，他的尖锐中透出的艺术家与
学者的独立精神，感染了他的学生，也感
染了身边许多人，包括我自己。

我们江苏省美术馆，要迎来黄惇先
生在人生中第一次个人书法篆刻展览，
我作为馆长，觉得特别有意义。通过这
近百件作品的展示，我们可以全方位了
解他的艺术面貌、学术历程和创作风格，
综合他的厚度，追索他的足迹，领略他的
实力。相信展览的举办将引起很大的反
响，观众们在观摩、学习的过程中也必将
获得艺术的享受，获得启迪，得到激励。

诸家评说>>>在“静观风来——黄惇书法篆刻作品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陈洪武

写在“静观风来——黄惇书法篆刻作品展”之前
■孙晓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