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现场，《春华》系列作品给人很大
的冲击力。敦煌的飞天，盛唐的气象在朱
荣谊的作品呈现出别样的风情。画面中，
飞天只是局部的形象，造型变形夸张，周
围则是各种线条和色块的包裹，色彩瑰
丽，充满想象的抽象空间。

1987年，朱荣谊毕业于上海大学美
术学院的美术设计系。“我的毕业创作就
是一幅大型壁画。为了毕业创作，我一
个人走遍龙门石窟、西安兵马俑、敦煌
石窟，对我冲击最大的当然是敦煌石
窟，尤其是飞天的形象。从此以后那些

线条和形象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朱荣谊
告诉记者。

“唐代的飞天形象很美，但不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所以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把
她呈现出来。”为了呈现“既传统又现代”
的风格，朱荣谊大胆地用写意的书法线条
来实现画面的疏密变化，用丰富的色彩变
化来完成新的构成。当然画面最忌讳的
是沉闷，古老的题材融合在现代抽象的线
条中，而宣纸和丙烯材料的使用，又使得
油画颜料具有水墨般的特质，让线条产生
流淌的质感。

繁花似锦的春天，一场充满春意的画展——《锦瑟春华》绘画艺术展日前
在宁波汇港美术馆开展。无论是人物，还是风景，在画家朱荣谊的笔下，展现
出绚烂而唯美的色彩感。

朱荣谊是上海的一位艺术家，上世纪50年代生人，长期从事视觉设计工
作，担纲过2010年上海世博会新闻中心总设计、2018年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
新闻中心视觉总设计及进博会SMG现场演播厅视觉设计等重要职务。朱荣谊的
作品带给观赏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又不止于这流动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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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既传统又现代”的风格

朱荣谊是个不善表达的人，他不仅把自己对传统文化的
热爱挥洒在画面中，也把自己的经历和情感融在其中。

在展厅中，有一幅让人过目不忘的画《京韵蓝调》，光是看
作品名，就知道是两种文化的碰撞，画的内容是京剧里的一个
经典画面：“霸王别姬”。丙烯颜料在宣纸上呈现着饱满的色
彩，而“虞姬”的黑发，是水墨淋漓在那清亮艳丽的古装中。“其
实，我是借这出戏来记录我的一段经历。”朱荣谊说。

另一件作品《岁月回忆》在所有展品中显得颇为特别。画
面中的女性轮廓较为分明，神情是惶惑与沉重。虽然背景一
如既往的绚烂而美好，但似乎有种无法言说的无助。她是
谁？面对记者突然的提问，朱荣谊沉默了好一会儿回答说：

“我女儿。她是自闭症孩子。那天我带她去给妻子，也是她母
亲上坟，路很远，我们扫墓归来就住在酒店。你知道自闭症的
孩子不善于表达，但是无微不至照顾她的妈妈走了，她是知道
悲伤和难过的，可能她无法表达……”

“她是在回忆她去世的母亲。”朱荣谊说。这一幅画面，曾
真实地存在于他的生活中，他用画笔记录下那个时刻，以及对
于生命的叩问与追寻。

可是，即使心怀难以言语的悲伤，朱荣谊的作品画面依然
如此美好。朱荣谊又进一步阐释他的创作：“在明白生活的真
相后，依然心怀热爱。这是我创作的状态，也是我人生的一种
信念。在人生里，会经历很多很多的磨难，而我把这些磨难中
的体验、情感流动到画幅中，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美，一种很
明亮的色彩缤纷的美。”

朱荣谊还画了很多莲，以《水中花》《睡莲》《莲碧戏水》等
不同名称来命名，有动有静。他表示，这些画更多地在体现一
种禅意。这份禅意，是情感浓缩成的静寂。记者 陈晓旻 文/摄

爱是心中永恒的春天

《岁月回忆》

用书法讲述
宁波的人文故事

文墨宁波——
林邦德书法作品汇报展

在宁波博物馆开幕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文 记者 周建
平/摄） 用书法艺术书写宁波的人文历
史！继去年年底“文墨宁波——林邦德书法
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成功展出后，该“汇报
展”日前在宁波博物馆隆重开幕，从京城誉
满归来的书法展吸引了广大的书法爱好者。

本次展览展出的65件作品，均紧扣宁
波的历史、自然、人文、地域主旨，深情讲述
了宁波精彩的故事。展览按照主题立意、场
馆空间等要素来设计，把整个展览看作一件
大作品来构想和布局，主次分明，大小有别，
疏密有致，繁简得当。

此次展出作品分两个板块：一是“师古
厚基”，二是“古道新履”。前者重传承，后者
重创新。“师古厚基”部分又分五大系列，即
四尺系列、六尺系列、八尺系列、丈二系列和
四尺斗方系列；“古道新履”部分由三个系列
组成，一是现代平面设计与宁波现代诗文组
合，二是宁波名企文化，三是宁波“国遗”与
书法组合。

近14米长的行草长卷《宁波赋》，不仅
是全面反映宁波古今文化的一篇精美歌赋，
更是一幅优美的书法艺术长卷，词翰双美，
文墨俱佳。最夺目的是一件单字最大的作
品——行草榜书《书藏古今事，港通天下
名》，从宁波城市口号演化而来，在展厅中以
六尺大字逐字展开，满满地占据了整整一面
展墙，颇具视觉冲击力。

在八尺系列中，用“篆隶真行草”五种书
体，选用前人六首分别描写海曙、江北、鄞
州、镇海、北仑、奉化等六个区的诗词，创作
了五件书体各异而尺幅统一的八尺条幅（镇
海、北仑两区合二为一），整组作品可称为

“五体六区”。丈二系列的大草《王阳明诗
选》，是整个展厅尺幅最大的一件作品，高
3.2米，宽近6米，无疑是整个展览的主打作

品，此件大草在创作构想和状态的把握上，
并未走大开大合、狂放不羁的路数，而是采
用大而能收、放而不野、疾中求缓、动而趋静
的书法语言来表达，同时配以大字隶书楹联
《执姚江正印，为心学大师》，以呼应一代儒
学圣人王阳明的哲学思想。

四尺系列主打作品为《四明物华》，选用
宁波当代诗人柯本华吟诵宁波各处的人文
历史及风物的8首诗词，用行草书来演绎四
明大地的卓越丰姿和审美意蕴。

四尺斗方系列收录了宁波历史上的20
位文化名人，从东汉严子陵、唐代虞世南到
现当代的潘天寿、沙孟海，每贤一件，作品兼
顾书法的观赏性和文字的可读性，但20件
作品的布局构成无一雷同，极富变化。

作者还为本次汇报展新创作了一件题
为《鄞州新韵》的实验作品，采用具有现代图
纹的底材，旨在表现宁波区域调整撤并后新
鄞州的崭新风貌和昂扬向上的发展态势。

除此之外，展览还增加了6件一组有别
于北京个展的宁波国家级“非遗”与书法组
合的全新作品，叫做“三金一嵌一窑一传
说”，即金银彩绣、朱金木雕、泥金彩漆、骨木
镶嵌、越窑、梁祝传说。每件作品都与国家
级非遗实物或书籍相结合，通过书法艺术的
形式阐述宁波国家级非遗的历史沿革和工
艺特色，让观众可以立体式欣赏和理解宁波
文化的审美价值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当传统书法遭遇当代视觉文化的冲击
时，是继续保持自身的历史延续性和独立
性，还是主动亲和融入？对此，书法家不仅
作出了较为深入的学术思考，而且付诸于艺
术实践。

本展览将展出到4月7日。

爱让心中的春天永驻
《锦瑟春华》绘画艺术展
在宁波汇港美术馆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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