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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术报》结下不解之缘，既是忠实

的读者之一，也是虔诚的作者之一。30载

时光的照见，他给予我们读者与作者——

良师益友、美美与共的感受。笔者在《美

术报》迄今为止已经发表56 篇文章，分别

见于论说、美育、砚边与赏析等栏目。在

撰写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有几个小故事印

象深刻。

这是一个面向社会美育、美术创作与

美术教育的具有大众性、同时又具有专业

性的刊物。许多学校和文化艺术部门都

订有此刊。针对当时不少人被材料特殊

方法（染、洗、吹、刮、皱等）所迷，以为这些

手法可以替代中国画中的皴法。我在所

在院校美术专业的山水画教学和毕业生

创作中亦多次批评这种倾向。1996 年 5

月 6 日，该报在评论版头条发表了笔者

《山水画皴法还要不要》。这是对我们学

习与坚守中国艺术传统精神的有力支

持。刊物与作者对此形成共识：技法可以

拓展，但基本的文化要素与艺术精神不能

抛弃。

《美术报》对创作的关注倾心倾力皆

有目共睹。笔者是教师，但同时也是美术

创作者。在这里要向《美术报》真诚地说

一声感谢！1990年6月，我奉调令即赴青

海民族师专任教，临行前将一件建筑工地

丢弃的石头创作的石雕头像《风雪天》，送

给了妻兄，他非常高兴。无奈他家里房子

太小，便在附近专砌了一个小屋放置，村

民们不知详情以为是一个美丽的菩萨，时

而有人去烧香；后来妻兄家里改建房子，

被工人不小心将此石雕铲入了古井⋯⋯

笔者将此过程写成《墙石的命运》，述说了

此石雕的创作与结局。《美术报》2018 年 7

月 21 日发表，张雄艺术网随即转发了此

文。仅仅 4 天，读者点击量 300448 人，点

赞者 6177 人。短短一文，点开了众多读

者的迷题——只要真心以对，普通作者的

作品同样可以获得理解与好评。美与美

虽然面目不同，但美美共享是相通的！

中国美术的当代发展，与其它中国艺

术同样经受西方文化与艺术的强烈碰

撞。对此，《美术报》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立

场与态度。在积极弘扬中华文化与艺术

精神的同时，客观理性地对待和借鉴西方

艺术有益因素，不全盘照搬，也不盲目抵

制，这是大国文化艺术的胸怀。

笔者在长期担任省级图书审读员的

过程中，对一些予中国美术界读者有益的

外国译著，先后写出多篇评论，《美术报》

都及时发表给予支持。

2022 年 1 月 22 日发表的《书隙之见

——〈艺术哲学新论〉读后感》。著名水彩

艺术家黄铁山先生说：“读了你的文章受

益匪浅。艺术史阐明的真理：艺术源于自

由，真善美的艺术是永恒的，艺术的发展

动力在创新。”他还表示在有关艺术讲学

中向学员们介绍了笔者文章中的这些观

点。2022 年 9 月 10 日发表的《物镜之明

——［德］温克尔曼〈论希腊人的艺术〉读

后感》，受到著名美术史论家李松先生的

重视。他在 2023 年 2 月 21 日给笔者的信

中指出：“邵大箴先生所译温克尔曼《论希

腊人的艺术》，⋯⋯选题极好，温克尔曼的

艺术史论著作非常重要，但在国内一直没

有译介，我读后受益很深，不只是在基本

理论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大的指

导意义。你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刊物上给

予阐释，做得好。”年已九十高龄的他，这

个肯定首先是给《美术报》的，因为有这种

重要刊物的关注、才能让更多的读者得到

启发。

欣逢《美术报》创刊 30 周年之庆，笔

者作为一位老读者和作者，期望贵刊保

持自己秉承已久的办刊方向，在坚守中

国特色的文化阵地、开设丰富的视窗、鼓

励艺术的多样性，扩大出版者、读者与作

者三者有益交流等方面，取得更大的

成就！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

原委员、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

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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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5日，在深圳关山月美术

馆碰到蔡树农老师，他说《美术报》今年创

刊三十周年了，真是“几千里外相逢处，三

十年间一梦惊。”

我最初接触《美术报》是在 1995 年，

那时还在华家池的浙江农业大学上学，离

《美术报》报社大约三公里。空闲时便骑

着自行车去杭州书画社、杭州美术家画

廊、浙江展览馆艺术书店等转悠。在这些

书店都能看到单张的《美术报》，看完就放

回去了。现在想来报社最怕这种读者，只

看不订又不买。在此向《美术报》公开表

示感谢，当年一味地索取知识与资讯，收

获多多，让我这个穷学生度过了美好的大

学时光。

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就开始订阅

《美术报》了。记得 1999 年的时候，我在

《美术报》做了一个专版，文是张华飚老师

写的，标题是《有限年华志比秋鸿》，那时

戴家妙老师是兼职责编。这是我从艺以

来的第一个专题专版推介，收到报纸后，

很是激动，马上复印了一百份发给学生

们。当时学生家长们就觉得咱们的书法

老师可真厉害啊。

也是在这个时候，应霁民老师说《美

术报》也想创办少儿书画版，于是我号召

学生们都订阅《美术报》以示支持。有位

家长印象深刻，他有三个小孩都是我学

生，我说定一份就行了，他说不行要定三

份，一人一份。我的一些优秀学生的作品

也陆续在《美术报》刊登，这对我在深圳的

书法教育带来了无形的支持。那时与应

老师联系密切，他还好心地想介绍一位新

来《美术报》的美女记者给我，嘿嘿。

也记得 2000 年的时候，以美术为主

的《美术报》，书法篆刻也开始全面爆发，

开设的《书法周刊》发的原创文极有可读

性，这让我很有感触，我在中国书法网的

个人专栏《车行天下》也时不时地模仿写

些原创文章。无奈一直在模仿，一直未超

越。《美术报》对书坛中的一些尖锐话题总

是能抢先展开报道。听到很多读者说收

到《美术报》，首先打开看中间的《书法周

刊》。

2004 年，《美术报》策划了《浙江篆刻

百家》，也选了名气不大、水平不高的我。

很荣幸成为其中一家，这是我在《美术报》

的第二次专题专版。从此，我也暗暗下了

一个决心，既然是浙江百家之一，就一定

要努力创作，不负期望。

一转眼到了 2013 年的某一天，我与

蔡树农从杭州坐动车去合肥参加一个书

法活动。动车上，他说看了我在《书法报》

上的《小世说》挺好玩，问还有没有，有的

话多多益善，整理下在《美术报》上发。之

后我在慈溪一位朋友那调理手疾之余，就

开始整理自己在微博与微信上写的段

子。首期很快见报，这才看到蔡老师给我

的专栏名起的叫《微言“耸”听》。然后这

一写就无法停止了，我开始慢慢注意大家

的言行，将关键词记在手机上，空暇时形

成文字。没想到这个专栏竟受到书法界

的广泛好评。

记得一次在上海参加周慧珺书法展，

经人介绍后，林岫老师即刻说：“啊呀，你

就是车帝麟啊，我可是你《微言‘耸’听》的

忠实粉丝啊，好玩、幽默，以为你很瘦小，

没想到那么壮实，啥时候也《微言‘耸’听》

下我啊？”还有朱关田老师见到我就说：

“专栏那么有意思，怎么都不写写我？”骆

恒光老师说：“《美术报》我是先打开看《微

言‘耸’听》的。”

无心插柳在《美术报》写了五十期《微

言“耸”听》专栏，2022 年上海书画出版社

将我在《书法报》上的《书坛动车组》专栏

一起结集出版了一千条，书名《书坛动

车》。

值此《美术报》创刊三十周年之际，再

次向《美术报》表示祝贺与感谢。

（作者系深圳书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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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心插柳柳成荫的
《微言“耸”听》

■车帝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