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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墨舞龙蛇——刘海粟书法作品大展”在中国美

术馆正式对外展出。刘海粟作为杰出的油画家、国画家、美育

家，为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做了许多不可磨灭的拓荒性的贡

献，与他的名字一样，虽然是沧海一粟，但也是百川归海、海阔

天高的沧海一粟，自由漂流，终成正果。

“心游万里不知远，自成一家始逼真。”刘海粟定型成熟了

的书法风格似可以套用“骨法用笔”一说，干墨、浓墨、淡墨、湿

墨熔裁得当，笔力海啸，横扫千军。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夫

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

归于用笔，故工画者多工书。”强其骨的“骨法”含义包括“骨

气”、“骨相”、“骨肉”，“骨法”的表现最后“归于用笔”，“骨法”的

点线面的纵横捭、出神入化都要仰仗用笔，“用笔千古不易”。

“气、相、肉”构建的骨法写意精神伴随刘海粟一生的书法蝶变，

尤其是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

曾任刘海粟美术馆馆长、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叶

鹏飞评论：“刘海粟先生认为‘艺术可以养成独立的人格，养成

坚强不屈的气节’，他的书法也是基于这一点上的。他早年随

康有为习书，深受碑学影响。故他的书法尤其是行草书苍茫

浑厚，气格博大，有着一泻千里的艺术効果，或淋漓尽致，或枯

藤缠绕，相互交织，个性突出，与他绘画风格一致，更是他精神

气质和人格力量的体现。”今年仙逝的中国书协名誉主席沈鹏

对刘海粟的书法有十分精辟的分析：“作为画家兼书法家的刘

海粟，书法对绘画还有一个直接功能，那就是在画上书写题

记。海粟老人告诫后学：‘画家要多练几种字体，以适应不同

画面之需要⋯⋯莫要死抱住一体不变。’古代画家石涛、扬州

八怪便是这样做的，海老切身经验也是这样总结的。老人题

画，以他广博的学识，兼长诗、书、画的才能，题‘大鹏’时用米

芾《多景楼》句：‘云移怒翼搏千里，气霁刚风御九秋’，题‘葡

萄’有《怀素自叙帖》中形容怀素草书的名句：‘奔蛇走虺势入

座，骤雨旋风声满堂’，读来令人叫绝，非通才是想不出这等妙

句的。老人如何稔熟古人名迹并自觉地将狂草入画，已经是

很清楚了。”刘海粟的草书、行书、行草书的字里行间不乏拙、

重、大的韵味，留存的书法几乎看不到篆隶作品，魏碑唐楷影

子则熠熠生辉。不涉篆隶并不证明刘海粟不读汉碑及三代鼎

彝，更不必提他老师康有为是高举碑学大纛的理论实践双栖

人物对他的浸润。他所处的青壮时代，正逢碑学笼罩，自觉与

不自觉的“读碑”都在他雄强苍茫的行草笔墨里得以贯彻。这

从另一侧面解读，是否能够认定他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

由篆籀生发的行草书之外，又拓展了一条尊崇楷则而碑学意

味浓厚、异曲同工的创作道路？总体观察，刘海粟杀锋入纸的

书法颇具苏黄米蔡宋四家气局，糅合碑碣，一字一世界又互相

呼应团结，包括他平时的一些便笺、手稿、书信等“不在意”的

东西，均能反映出他书法的精髓。多数作品，用重墨，墨色较

为干枯，营造出了苍浑的意境。也有些作品干脆用淡墨，墨虽

润，但气势可不弱，一般碑派书家难以企及。

刘海粟常常喜欢书写“海到尽处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一联，人间烟火，纸上云海，是自负也是自况。他墨舞龙蛇的

拙、重、大书风既针对大件，又涵容小品，人文性与艺术性叠加，

打通了碑碣与墨迹、打通了传统与现代，哪怕单一就书法水准

而言，刘海粟在当代仍数一流，绝不可以“画家书法”视之。

刘海粟书法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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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法关通书法津”

“画法关通书法津”，此次展览也展

出了不少注重书法题跋的画作。海粟老

人曾告诫后学：“画家要多练几种字体，

以适应不同画面之需要，⋯⋯莫要死抱

住一体不变。”老人题画，以他广博的学

识，兼长诗、书、画的才能，题“大鹏”时用

米芾《多景楼》句；“云移怒翼搏千里，气

霁刚风御九秋”，题“葡萄”有《怀素自叙

帖》中形容怀素草书的名句：“奔蛇走虺

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作为画家兼

书法家并且精通“六法”理论的刘海粟，

在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经营位置、传移

模写诸方面，都能将书法与绘画的基本

道理互相沟通、渗透。

现场展出的《清奇古怪》长约 10 多

米，下面展出的则是其临散氏盘书法，据

刘蟾现场介绍，《清奇古怪》是他父亲专

程在苏州郊区司徒庙现场写生的作品，

纯然中锋，尤见性情。

刘海粟一生重视书法，以书入画是

其重要的创作理念。他的书法厚重雄

肆，与其国画精神一脉相连，都注重中锋

用笔，倡导情感的生发，所有的笔法、章

法都服从磅礴的感情需要，才能画出元

气淋漓、气象雄浑的作品，其水墨画《清

奇古怪汉柏》即具有如此风神。他用篆

书笔法画古柏，苍劲沉着，力透纸背；而

草书的笔法画柏枝，行笔疾徐顿挫，凝练

而活泼，再用浓、焦、淡、湿笔点叶，苍翠

茂密，浑厚华滋，点划狼藉。“清、奇、古、

怪”四株各具神态，龙舞夭矫，震人耳目，

气势磅礴。

现场展出的有多幅《鲲鹏展翅九万

里》及长题的画松之作，据刘海粟女儿

刘蟾回忆，“我父亲尤其喜欢松鹰，雄强

之气与他的内心相契，他曾给太湖饭店

创作了两幅巨幅中国画《铁骨红梅》和

《鲲鹏展翅九万里》。”

现场还展出了 2021 年人民美术出

版社新出版的《刘海粟黄山纪游》及刘海

粟题写这一画册的书法原作，包括刘海

粟先生当年书写黄山的部分书法作品。

刘海粟先生给予世人的启示是多方

面的，刘海粟的书法艺术与人生也是一个

巨大的象征，正如一些书法学者观展后所

言，希望以一种新视角——以放弃了大一

统的宏观视角，在充满了细节的接近真实

时空情境中通过微观描述来重新书写对

于刘海粟的文化想象。以社会生活史为

重要角度，在新文化史的书写与书法史的

书写中找到属于刘海粟的位置。

刘海粟 致爱女信札 25×100cm 1979年

（上接第2版）

刘海粟 穿山透石不辞劳诗 49×73cm 197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