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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笔墨自然——
谈锡永书画展”正在扬帆美术馆举行，共展
出86岁的国学大家谈锡永先生的书画精品
50余幅。这些作品以自然之道，融入传统
笔墨，体现了岭南派文人画的独有魅力。

谈锡永，笔名王亭之，1935年出生于广
东南海，以书画、篆刻、古琴名世，家藏古今
名人书画宏富。谈锡永国学根基扎实，幼即
喜好书画，初拜隔山派第三代传人张纯初为
师，后从高剑父弟子赵崇正先生，习得岭南
派画法，画作熔铸两派之长。

作为一名专栏作家，谈锡永先生著作等
身，他现旅居海外，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客座教授，精通佛学、数术。其画气息高迈，
笔意流畅，将生命力和大自然融成一体，他
说：“作画与为人一样，要活泼泼地自然流
出，不要拘泥于成法。我常常在坐禅后将心
中的虚空、胸中的境界跃然纸上，由禅入画，
意到笔到。”在他看来，日常生活都是禅，通
过笔墨，将艺术提升至心灵交往的层次。谈
锡永说，中国画看起来具象，但精神其实很
抽象。

本次展出的谈锡永作品不管是山水、花
鸟，还是人物，都极为传神，且气韵生动。他
告诉记者：画是什么？无非是画出刹那的感
受，这感觉一旦言之不尽，就随感觉变化为
笔墨，那就是气韵。

在谈锡永所作的山水画中，可见佛家的
“不着于文字却又尽现于文字”之境。他笔
下的罗汉，举手投足间，充满意趣，那看似平
淡自在的形态，却让观者刹那感受到生命的
天真。谈锡永说：“天真才是艺术的本色。”

谈锡永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极为透
彻，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两位艺术大家是黄宾
虹和潘天寿，前者浑厚，后者霸气；前者善做
加法，后者善做减法；看了前者的作品，让自
己觉得浅薄，看了后者的作品，让自己觉得
渺小。这些都是艺术的魅力。

黄宾虹的笔墨是谈锡永孜孜以求的。
在展览现场，他还特意挂出了一幅未完成的
山水画作品，一侧是浑厚的彩墨山水，一侧
是只有墨色的山岚，“我就是想告诉观众，笔
墨本身是有生命的，一幅好的作品首先要有
厚重的笔墨，然后才是其他。”

谈锡永的山水画于浓墨中撞水、撞色，
用笔往往中西合璧，大气大胆，给人强烈的
视觉冲击力。

因为在书画方面声名远播，画商上门求
购者自然就多，但谈锡永坚持不卖画，他解
释说，艺术市场太多商业化味道，给画家造
成了不好的影响。以市场为作画导向，必然
泯灭画家的个性和创造力，因而无法自由地
作画，无法自然地表达心性，也无法做到“天
真”。

对于书法的内容，林邦德提出了自己的
观点。在行书五言联“永丰库遗址 广德湖
水田”中，他感慨道：“千年之前，广德湖广袤
数万顷，湖域涉及今海曙区横街、古林、集士
港、高桥四乡镇，面积大于东钱湖三倍之
多。乡人楼异为了政绩工程和仕途升迁，奏
请宋徽宗废湖为田，浩渺之湖从此消失。广
德湖被废后，鄞西地区水患旱忧加剧，《四明
谈助》记载，‘鄞西七乡之田无岁不旱，异时
膏腴，今为下田’。楼异者功耶？过耶？奈

何奈何！”
林邦德表示：“书法也应该表达书法家

自己的观点。现在都在谈生态和环保，如果
当年的地方官员不是为了政绩把广德湖填
了，那么城东拥有东钱湖、城中拥有月湖、城
西拥有广德湖的宁波将是多么让人向往。
这就警示我们，生态是千秋万代的事情，我
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2日。
记者 陈晓旻 文/摄

1400年历史的月湖，孕育了博大精深的
浙东文化，传承着城市的文脉。月湖西岸
450余年历史的天一阁，则是中国藏书文化
的典范。

林邦德告诉记者：“13年前，我的第一个
个人书法展就在天一阁举行，第一本书也是
在这里首发，今天再次在天一阁举办展览，
真的很感慨。我们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应该
有更大责任和使命感。”

作为宁波实力派书法家，林邦德的书法
融汇古今，独辟蹊径，此次展出的地名楹联
新作，颇具特色，如金文四言联“高丽使馆
宝奎精舍”、隶书三言联“它山堰 南塘河”、
行书隶书八言联“开明街头新华书店 启运
路边奔驰车行”等，形式新颖，兼顾文化性和
艺术性、时代性和社会性，抒发了作者对宁
波这座城市的深厚感情和对书法艺术的孜
孜追求。

今年元旦前后，以“文墨宁波”为主题的
林邦德书法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书藏
古今、港通天下”的宁波，通过林邦德手中之
笔，在首都推介。众多知名学者、书家认为，
这是以书法艺术表现地域文化的主题性展
览的一个成功范例。

此次“文墨海曙”林邦德书法作品展作
为“文墨宁波”中国美术馆书法作品展的延
伸和深化，以“宁波城市之心”海曙的历史人
文为主题，把海曙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地标作
了梳理。

林邦德通过自拟地名楹联，用五体书法
精心打造新作，不仅赞颂了它山堰、三江口、
天封塔、月湖、海曙楼、天一阁等风物史迹，
遥忆浙东文化孕育的漫漫长路，更展示了书
家字外博涉、字内深耕、艺文兼备的才能。

隶书四尺楹联《它山堰·南塘河》，厚重
而富有张力。作者在楹联的上方分别讲述
了两处史迹的历史：“唐太和七年鄮县县令
王元暐主持修筑它山堰，系于甬江支流鄞江
之上修建御咸蓄淡之引水灌溉枢纽，与郑国
渠、灵渠、都江堰合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
工程。”“南塘河源自它山堰，经洞桥头、沙港
口、横涨桥、石碶、段塘，奔流四十余里，将清
冽山泉源源不断注入明州城内日月二湖。
月湖从此有了千年之浩渺烟波，成为滋育甬
城之母亲湖。”

“非常接地气。在欣赏书法的同时，还
让我了解了这些人文地标的历史。特别对
于外地游客来说，这是很好的宣传。”参观者
张先生说。

传统书法与当代文化的融合

借书法表达对城市的深厚感情

要传承文化也要表达当下观点

以自然之道
融入传统笔墨
“笔墨自然——谈锡永书画展”
在扬帆美术馆举行

林邦德（左一）向海曙区政府赠送作品《草书长卷·海曙楼》。

用书法艺术讲述
海曙的人文历史
““文墨海曙文墨海曙””林邦德书法作品展林邦德书法作品展
在天一阁举行在天一阁举行

9月10日，“文墨海曙”林邦德书法作品展在天一阁博物馆开幕，展出我市书法
家林邦德以海曙自然、历史、人文、风物为主题的最新创作和他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的“文墨宁波”展览的部分佳作共计50幅，以展现海曙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开幕式上，林邦德分别向海曙区政府赠送作品《草书长卷·海曙楼》，向天一阁
博物馆赠送作品《一湖书藏名楼矗》。

《无尘》谈锡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