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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树青题赠“江
南一枝梅”

弹指一挥间，梅则伟 的 艺 术
之路已经走过 50 年。从浙西南的
丽水云和到东海之滨的宁波，梅
则伟在工作之余勤奋创作，将自
己的生命感悟和对自然生命的关
怀，融入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

梅则伟的父亲梅尚白，曾求
学 于 温 州 师 范 学 院 （现 温 州 大
学），是著名国画家，其山水、松
鹤、梅花、虎等，清逸高古，独
树一帜。上世纪 60 年代初，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过梅尚白作
品的单幅彩印画片和插画，2005
年，他在奥地利成功举办“中国
美术家梅尚白中国画展”。

“我从小看父亲写字、作画，
心里也非常喜欢。5 岁那年拿起
毛笔开始涂涂抹抹。父亲手把手
地教我写字画画，楷书、隶书、
魏碑不一而足；花草石树，按照

《芥子园画谱》 一项项地临摹。”
谈到父亲，梅则伟满怀敬意。

1972 年冬天，梅则伟随家人
从绍兴迁居浙南石雕之乡丽水青
田。“父亲在青田工艺美术厂从事
艺术品加工出口。当时的山城汇
聚了很多艺术人才，不少是潘天
寿 、 陆 俨 少 、 唐 云 等 大 家 的 弟
子。父亲与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
艺 作 画 ， 我 就 在 旁 边 ， 耳 濡 目
染，受益匪浅。”

年轻的梅则伟，爱吴昌硕的
以书入画、陆俨少的沧桑山水、
齐白石的写意花鸟、关山月的山
水梅花⋯⋯他还大量临摹唐寅、
徐渭、王冕、石涛等古代名家画
作，从而夯实了绘画功底。“我没
有专门拜某位画家为师，众多大
师就是我最好的老师。”

自古书画不分家，梅则伟也
爱书法，从王羲之、苏东坡、米
芾、颜真卿、吴昌硕、沙孟海等
名家身上，吸收营养丰富自己。

梅则伟回忆起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在山城云和工作时的青春岁
月，许多街面招牌字、风景点牌
匾，还有政府部门、报刊头大字
等，由他书写，如今云和图书馆
的大匾额题字就出自他的手笔。

梅则伟成名颇早，23 岁时曾
以一幅 《山河颂》 入选浙江省美
协、团省委举办的“浙江省首届
青年美术作品展”。1987 年，梅则
伟获全国硬笔书法金奖，而后成
为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作
品曾赴日本展出。

上世纪 90 年代初，梅则伟调
入新华社宁波新闻中心任美术编
辑。

“1994 年 10 月，我参与到《宁
波晚报》的筹备工作中，白天忙单
位事务，晚上继续写字画画。”他每
天总要抽出时间沉浸在艺术中，这
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即使退休好
几年了，仍耕耘不辍。他的工作室
设在社区文化宫内，“我现在有更
多的时间搞创作，每天下午或晚上
去工作室，天天坚持，我觉得自己
还是要下苦功夫。”

中年以后的梅则伟，以画梅而
广为人知。他用中国画的笔墨语言
勾勒出枝干、花朵，以直立式构图

充分发挥立轴竖构图的天地格局，
强调垂直线与横斜线相交错，枝干
的长线多以中锋用笔，沉着厚重、
力透纸背，特别是梅花主干的粗
线，先以淡墨湿笔书写，而后用重
墨、焦墨复笔提写，厚重扎实不失
灵动，简洁凝练不失洒脱。

为什么钟爱画梅花？梅则伟
说，梅花居中国十大名花之首，
与兰花、竹子、菊花并列为“四
君子”，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
友”。“其实苍松、竹子也是我喜
爱的绘画题材，它们都是凌寒傲
霜 、 自 强 不 息 的 民 族 精 神 的 象
征 ， 又 被 人 们 寄 寓 了 高 洁 、 坚
强、谦虚的品格。”

著名学者、文物鉴定家史树
青 ，曾 为 梅 则 伟 亲 题“ 江 南 一 枝
梅”。

“艺术家要与时
代同行”

“画松竹梅，是艺术表达，更

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梅则伟
说，艺术家要与时代同行。

回望艺术生涯，1997 年是梅
则伟的创作高峰之一。当年，他
先后参加了由文化部艺术局等主
办的“世界华人书画作品展”“跨
世纪中外翰墨书画艺术家精品大
展”，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梅
花 代 表 作 之 一 《幽 香 铁 骨 铸 国
魂》 参加庆祝香港回归“全国新
闻界书画庆祝回归大型展”并获
奖，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展出，并
赴港澳地区展出，是宁波新闻界
唯一一幅参展书画作品。

2001 年他参加“海峡两岸书画
家作品展”，作品赴台湾地区展出。
2002 年，由潘天寿、沙孟海等大师
的精品力作领衔的宁波书画作品
展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开展，梅则伟
的作品名列其中。2003 年，他的山
水画《群峰竞秀》入选“全国地方政
协委员扇面书画作品展”，作品在
全国政协礼堂展出。这次书画展的
100 幅作品从全国数千幅应征作品

中精选出来，梅则伟的作品是宁波
唯一入选的。

2004 年 10 月，梅则伟的国画
《凌风飘香》 入选“人民政协成立
55 周年书画展”，这次画展由全
国 政 协 办 公 厅 、 人 民 政 协 报 主
办，汇聚了启功、吴冠中、白雪
石、欧阳中石、沈鹏、李铎、何
家英、韩美林、吴山明等国内艺
术大家、大师，并出版了大型书
画精品集 《艺苑竞秀》。

2014年至 2016年，梅则伟连续
三年参加在天津美术馆举行的“全
国花鸟画名家邀请展”；2019年参加
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画者文脉”全国书画名家邀请展，
作品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隆重展出。

⋯⋯
除了参加全国性的大展，梅则

伟坚持为家乡的文艺事业添薪助
力 。2016 年 10 月 ，“ 水 墨 润 南 塘
——宁波当代著名书画家精品联
展”在南塘老街城南书院开展，周
律之、曹厚德、陈启元、沈元发、刘
文选、金林观、王利华、何业琦等
21 位宁波当代著名书画家参展，
梅则伟是参展艺术家之一。

梅则伟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各
类爱心、公益书画拍卖会上，他
由此荣获“慈善之星”“慈善天
使”等称号。有关部门组织的送文
化下乡活动，梅则伟总是积极报名
参加，为社区居民送福写春联几乎
年年不落下，辅导本地书画爱好者
搞创作没有二话。2020 年初，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梅则伟
感动于医务人员逆行战“疫”的奉
献精神，创作了《美丽天使》，致敬

“最可爱的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梅则伟参加了宁波市 2021
“文艺与新时代同行”暨“百年伟
业·艺心颂党”美术、书法、摄
影、民间工艺 （农民画、剪纸）
大联展；书画作品 《生命风骨》

《冰雪精神》《松梅精神》《颂兰
君》《长啸一声震天地》《东风吹
着便成春》，被制作成复古纪念邮
票、纪念币、电话卡，由邮政部
门制成珍藏邮册发行。

翰墨五十载 丹青书人生
——记书画家梅则伟

陈 青

2021年11月，张桂烨在宁波
文创港一号馆举办了题为“意生新
象”的绘画展，展出了近年来创作
的 66件作品。中央美术学院博士
生导师、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
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周至禹教授
说，张桂烨“在意象与抽象之间”

“兴之所至”“纵横来回”，对接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周教授的评
论启发了我，在此，谈一点浅薄认
识。

张桂烨这 66 件综合材料绘画
作品，不仅运用了油彩、丙烯、水
墨，而且堆积腻子粉、沙子、黏
土、宣纸、棉布等，所运用的材料
是非常丰富的。她借助西方的拼贴
艺术、构成艺术以及中国的写意画
等不同创作形式，赋予了作品新的
语言、新的肌理、新的图式、新的
秩序。

其中大部分作品，让我联系到
赵无极的创作之路。张桂烨或者将
她的先生、书法篆刻家阮解写有甲
骨文、金文的废弃残纸拼贴到画布
上，使那些象形文字的线条、布局
有机融入其中，或者自己用油彩和
刻刀在画布上摹写中国象形文字符
号，形成具有东方意味的暗示。在
1950 年代，赵无极也曾经从汉
砖、青铜器、甲骨中挪用这些文字
符号，用笔触、线条来强化作品的
表意性和抒情性。当然，张桂烨并
不是拙劣地模仿、重复赵无极“甲
骨文时期”的绘画创作，她对中国
象形文字的理解以及将中国象形文
字作为形式语言，是有文化根由
的，一方面是受到了家庭的耳濡目
染，另一方面是她希望把自己的创
作同中国文化精神相贯通，并期望
将这些古老的文字符号转化到现代
性的语境中。所以，这些文字符号

是 有 形 之
“象”，也是无
形 之 “ 意 ”，
体现了“意生
新象”这一创
作旨意。

赵无极后来转向了抽象表现主
义山水画的创作，艺术语言更加酣
畅淋漓，他把东方的浪漫写意与西
方的简化抽象进行了有机融合，展
示了变化无穷、幻象瑰丽的现代审
美意味。虽然张桂烨并没有直接师
法赵无极，但是我感觉到她走的路
与赵无极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说
是“殊途同归”。比如说，我认为
张桂烨的不少作品可以视为山水
画，相信很多人也会同意。从远处
看，许多作品的构图，与中国传统
山水画的平远、高远、深远都是相
近的，那些大的线条、大的块面、
大的层次、肌理与节奏变化，给人
以“见其大象”“会其大意”的感
觉。“大象无形”“大意无言”，可
以不见一石一水、一草一木，但是
观者可以感受到山水自然的寥廓、
玄奥、苍茫。令我惊奇的是，这些
都不像是一位女画家画的，笔力沉
厚，结构结实，对应的是强大的生
命力。

张桂烨采取的这种传统中国画
的构图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命
观和宇宙观。中国人对于时间和空
间的感受，追求的是突破当下，不
像西方人强调冲突、夸张、凝固，
而是强调和谐、稳定、超越。中国
传统绘画是讲时间的，比如说，
干、湿的调和，墨的层次、渲染的
层次，“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这

个就是时间的艺术。中国画的时
间，指的不是作画的时间，而是艺
术家构架的艺术时间，艺术家希望
达到的永恒的时间、贯通古今的时
间。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空间，是肉
身和精神都可以寄托的空间，可卧
游可畅神，“林泉高致”，通过移情
在人的情感与自然境界之间形成对
话。张桂烨的这些作品对于时间和
空间的理解是接续中国传统的，既
立足于现世，又独与天地精神相往
来。她是慢慢地绘制出来的，她把
拼贴、堆塑融入水墨、油彩中，她
的拼贴、堆塑并不是平面化的，而
是一层一层的，不断进行时间和空
间的延伸，进行精神探索和生命解
放。更有意思的是，她把世俗生命
融入其中，在里面加入了很多个人
生活的情感痕迹，将日常用过的残
纸、废弃的衣物等带有气息、体温
的东西转化为自然语言、转化为抽
象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桂烨
又是有独创性的，她巧妙地借用了
西方的手法，又真实地回归于东方
的精神。

因此，我很看重张桂烨作品中
这些鲜活的东西。个体生命是鲜活
的，艺术传统也是鲜活的，她让抽
象的山水焕发出新的光彩，展开
活泼的节奏，不受具体的物象限
制，体现出非常强烈的旋律变
化。中国传统艺术相对而言是静

中见动，明中见晦，而张桂烨的
这些作品，运用了丰富的材料和
语言，动感节奏强烈，色彩对比
鲜明，但是观者不会觉得压抑、
紧张，而是感觉到有多种乐器同
时在演奏，是多声部的演奏，能
够让人沉静下来。究其实，她运
用的材料和语言，很多是原生态
的，是第一手的，把自己的生命
体验和艺术思考放了进去。

在画展上同张桂烨有过一个沟
通。我说，艺术家要思考的，不
是我画了什么，而是我要画什
么。概念化的定义只能说明我想
了什么、我画了什么。要画什
么，不要用概念限制自己。进而
言之，创作痕迹不能太明显。举
个例子，在综合材料绘画中加入
中国的篆刻、书法，青铜器和甲
骨，尝试是有必要的，但是不应
该被过于形式化的符号所限制，
跳不出来。语言越丰富，作品的可
阐释性就越丰富。丰富性不是一个
坏事情。有些人投机取巧，强调个
人风格，丢弃了丰富性。艺术大家
的作品、经典的作品，有无穷的丰
富性，后人可以不断在里面找到创
新的资源。语言丰富了，气象万
千；而创作意图太明确，语言就单
一了、浅薄了、刻板了。张桂烨还
有很强的可塑性，我期待她接通源
头活水，释放出更多的活力。

于抽象表现中接通中国艺术传统
——谈张桂烨的综合材料绘画

袁志坚

时光快如箭矢，转眼又到岁尾。
于是和往年类似，各大出版社纷纷
列出了诸如“本年度最受读者欢迎
的书籍”“本年度销量最佳书籍”之
类的榜单。一来是在时间的节点上
做个总结，二来也有一份推荐的意味
——这么好的书，人家都看了，你也
买几本看看吧！而那些喜爱阅读的人
们对一整年来阅读的书籍也有类似
于出版单位的反应。
笔者近日就在朋友圈
中看到不少人图文并
茂地晒出了自己的

“2021年阅读书目”，
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你也晒个‘阅读
总结’呗！”有友人这
样建议，但我婉拒了。
阅读本是私人的事，
何况我也不是什么学
者专家，我的阅读偏
好根本不足为范。然
而有一点我倒是承认
的：我喜爱阅读。首
先，我阅读并不为打
发时间。没有时间，我
也会抽出时间读几页
书。其次，我未受黄庭
坚“三日不读书，便觉
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训导的影响。对我而
言，阅读是和吃饭、睡
觉一样自然的事，而
吃饭和睡觉，又有什
么值得总结的呢。

现代社会，人们
的喜好越来越多元
化。有人喜爱阅读，有
人 喜 爱 电 影 、旅 游
……个人的自由选择无可厚非。不爱
阅读的人中有一类，觉得读书没啥功
效，反而浪费时间和金钱。这种观点
虽说有些反智，但我愿意相信，一旦
他们真正领略到阅读带给心灵的补
益与滋润，是大有可能爱上阅读的。
现下我观察和思考更多的倒是另一
类现象：有部分读者过于推崇阅读的
作用，把阅读完全量化为知识和智
慧，这倒是需要警惕的。

有人一味追求阅读数量。阅读
到底为的是什么？是为了开阔眼界
和心胸，获得知识与智慧。但此间其
实存在一个悖论：我们因为觉察到
了自己的无知，才希望通过书籍去
增知，可当你真正博览群书，且将孔
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殆，思而不学
则罔”进行实践后，你会清醒地发
现，读书越多越会觉察自己的无知。

那种唯恐旁人不知自己阅读量可观
的骄傲心理，在我看来和信奉阅读
无用论并无本质区别。

读书亦有门槛。最基本的门槛
是思考能力。不怕你不会思考，就怕
你不去思考。在阅读的过程中，谁都
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没啥意义、没
啥价值的书。但只有遇到了它们，你
才会为自己能读到凝聚了人类思想

艺术光辉的作品而欣
喜。书有良莠之分，看了
一大堆书，不加思辨，囫
囵吞枣，如若这般，哪怕
你一目十行，过目成诵，
又能怎样？

有不少人用阅读来
抵御现实的荒诞。当我
们的精神世界在现实沉
重的倾轧下，找不到出
口时，我们往往会庆幸：
还好有书啊，它构建起
了一个能暂时屏蔽掉外
界丑恶、艰难、无耻的乌
托邦、世外桃源，可容我
们“躲进小楼成一统”。可
别忘了，没人能一直做
鸵鸟，我们最终依然得
去面对现实世界。我们
一定曾经看过一些反映
人间灾难的书籍，像我这
样情感脆弱的人，还会为
之落泪，会在惠而不费的
同情中感受到一种道德
优越感。后来我发现自己
太可笑了。同情和共情是
两回事，前者出于恻隐
之心，后者要求感同身
受。完全的感同身受基
本不可能。我借着阅读，

其实只是了解了那份苦难，丝毫没
有帮助过苦难中的人们。王阳明说

“知行合一”。我有“知”，却未“行”。这
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知道”和

“做到”之间的距离。而很多时候，“知”
被我们误解为了“行”。

阅读固然能让我们站在前辈的
肩膀上，看得更远。可不论你看得多
远，天空依然高阔，前路仍旧漫长，对
知识和智慧的追求也将永无止境。所
以不必沾沾自喜于所谓的“满腹经
纶，学富五车”。真正的智慧一如苏格
拉底所言“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
无所知”。无知是常态，获知
即进步。还是保持阅读，保
持思考，保持谦逊踏实的态
度吧！在书籍中更多地去理
解这个世界，然后更为勇敢
地去面对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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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梅则伟，1959 年出生于
绍兴，现为人民美术艺术家委
员会委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
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
员、宁波市书协对外交流委员
会副主任、宁波市收藏家协会
书画专委会主任、宁波市海曙
区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宁波
华侨书画院副院长。书画作品
多次在大赛中获奖，在全国政
协礼堂、中国美术馆、中国历
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
及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展
出。

今年 9月，他被中央电视
台《文化强国》栏目组，授予

“中国艺术榜样人物”称号。

《美丽天使》

《雄风万里》

《宋·慧开禅师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