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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作品《萧萧渐引风》入选“浙江省第四届中国花鸟画展”( 杭州 ) 

2000 年 10 月　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 ( 杭州 )

2000 年 12 月　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 ( 宁波 )

2002 年　作品《天下第一春》入选“浙江省第五届中国花鸟画展”

2005 年 9 月　举办第三次个人画展 ( 永康 )

2007 年　作品《幽谷寒香》获“百花向阳—浙江花鸟画特展”银奖

2007 年 12 月　参加“2007 水墨报告—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巡回展”( 衢州 )

2009 年　作品《风影棕榈》入选“浙江省第十二届美术作品展”( 杭州 )

2009 年　作品参加“浙江画院 25 周年回顾作品展”( 杭州 )

2010 年 6 月　举办第四次个人画展 ( 杭州 )

2010 年　作品《寒雪一溪》参加“浙江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杭州 )

2010 年　作品《陆游诗意图》参加“南宋文化主题艺术创作展”( 杭州 )

2011 年　作品《新农村系列之五—农家乐》入选“最前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浙江省美

术作品展览”( 杭州 )

2011 年　作品《群龟图》入选“浙江省第五届青年美术作品展览”( 杭州 )

2011 年　参加“第三届东方墨—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邀请展”( 深圳 )

2011 年 9 月　举办第五次个人画展“见素抱朴—余风谷花鸟作品展”( 永康 )

2011 年 12 月　参加“文脉心象—当代中国画百家百扇艺术展 ( 第二回展 )”( 北京 )

2012 年 3 月　参加“花开春潮—浙派花鸟画家三人展”( 珠海 )

2012 年 4 月　参加“越画吴风—浙江画院走进苏州中国画展”( 苏州 )

2012 年 11 月　参加“水墨咏三城— 浙江画院走进嘉兴中国画展”( 嘉兴 )

2012 年 12 月　参加“一人一品—中国国家画廊 2012 年度学术邀请展”( 北京 )

2013 年 4 月　参加“丹青本色—当代中国画艺术原创百家提名展”( 北京 )

2013 年 6 月　作品《玄牝之门》参加“上手的青春—中国美院 2013 年毕业生作品展” ( 杭州 )

2013 年 7 月　参加“浙江风格时代丹青—浙江省优秀美术作品展”( 杭州 )

2013 年 11 月　参加《宝藏》栏目开播十周年艺术特展（杭州）

2013 年 12 月　举办第六次个人画展“我独泊兮—余风谷艺术作品展”暨同名作品集首发式 ( 杭州 )

2013 年 12 月　参加“一人一品—中国国家画廊 2013 年度学术邀请展”( 北京 )

2014 年 6 月　参加“风雅和正—当代 60 位最具传统人文精神的国画名家学术邀请展”( 北京 )

2014 年 8 月　作品《苏州园林一角》入编“图说－中国当代美术”

2014 年 8 月　“余风谷个人专题作品展”参加“2014 年第六届中国名家书画精品博览会”（山东）

2014 年 10 月　参加“画语清风—当代中国画名家扇面画展”( 北京 )

2014 年 12 月　参加“一人一品—中国国家画廊 2014 年度学术邀请展”( 北京 )

2014 年 12 月　参加“文心雅趣—当代中国画百家扇面小品学术研究展”( 北京 )

2014 年 12 月　参加“时代画者—当代中国画坛百位代表性画家学术邀请展”( 北京 )

2014 年 12 月　参加“虚和清逸—当代中国画名家 60 人学术邀请展”( 北京 )

2015 年 5 月　作品《火鸡图》 获首届全国“陆俨少奖”中国画展“铜奖”（杭州）

2016 年 5 月　参加“寂然不动—中国当代核心画家学术邀请展”( 北京 )

2016 年 12 月　参加“怀真抱素—当代画坛中坚 60 家学术邀请展”( 北京 )

2017 年 1 月　参加首届“陆俨少奖”获奖作者提名展（杭州）

　　余风谷，浙江安吉人，1997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2013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

国画系人物专业艺术硕士 , 2008 年至 2015 年为浙江画院研究员，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

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中国画家协会会员。 编著有《国画基础技法教程》《国画系统技法教材》等

多部教材，出版《我独泊兮》作品集。



1999 年　作品《萧萧渐引风》入选“浙江省第四届中国花鸟画展”( 杭州 ) 

2000 年 10 月　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 ( 杭州 )

2000 年 12 月　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 ( 宁波 )

2002 年　作品《天下第一春》入选“浙江省第五届中国花鸟画展”

2005 年 9 月　举办第三次个人画展 ( 永康 )

2007 年　作品《幽谷寒香》获“百花向阳—浙江花鸟画特展”银奖

2007 年 12 月　参加“2007 水墨报告—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巡回展”( 衢州 )

2009 年　作品《风影棕榈》入选“浙江省第十二届美术作品展”( 杭州 )

2009 年　作品参加“浙江画院 25 周年回顾作品展”( 杭州 )

2010 年 6 月　举办第四次个人画展 ( 杭州 )

2010 年　作品《寒雪一溪》参加“浙江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杭州 )

2010 年　作品《陆游诗意图》参加“南宋文化主题艺术创作展”( 杭州 )

2011 年　作品《新农村系列之五—农家乐》入选“最前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浙江省美

术作品展览”( 杭州 )

2011 年　作品《群龟图》入选“浙江省第五届青年美术作品展览”( 杭州 )

2011 年　参加“第三届东方墨—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邀请展”( 深圳 )

2011 年 9 月　举办第五次个人画展“见素抱朴—余风谷花鸟作品展”( 永康 )

2011 年 12 月　参加“文脉心象—当代中国画百家百扇艺术展 ( 第二回展 )”( 北京 )

2012 年 3 月　参加“花开春潮—浙派花鸟画家三人展”( 珠海 )

2012 年 4 月　参加“越画吴风—浙江画院走进苏州中国画展”( 苏州 )

2012 年 11 月　参加“水墨咏三城— 浙江画院走进嘉兴中国画展”( 嘉兴 )

2012 年 12 月　参加“一人一品—中国国家画廊 2012 年度学术邀请展”( 北京 )

2013 年 4 月　参加“丹青本色—当代中国画艺术原创百家提名展”( 北京 )

2013 年 6 月　作品《玄牝之门》参加“上手的青春—中国美院 2013 年毕业生作品展” ( 杭州 )

2013 年 7 月　参加“浙江风格时代丹青—浙江省优秀美术作品展”( 杭州 )

2013 年 11 月　参加《宝藏》栏目开播十周年艺术特展（杭州）

2013 年 12 月　举办第六次个人画展“我独泊兮—余风谷艺术作品展”暨同名作品集首发式 ( 杭州 )

2013 年 12 月　参加“一人一品—中国国家画廊 2013 年度学术邀请展”( 北京 )

2014 年 6 月　参加“风雅和正—当代 60 位最具传统人文精神的国画名家学术邀请展”( 北京 )

2014 年 8 月　作品《苏州园林一角》入编“图说－中国当代美术”

2014 年 8 月　“余风谷个人专题作品展”参加“2014 年第六届中国名家书画精品博览会”（山东）

2014 年 10 月　参加“画语清风—当代中国画名家扇面画展”( 北京 )

2014 年 12 月　参加“一人一品—中国国家画廊 2014 年度学术邀请展”( 北京 )

2014 年 12 月　参加“文心雅趣—当代中国画百家扇面小品学术研究展”( 北京 )

2014 年 12 月　参加“时代画者—当代中国画坛百位代表性画家学术邀请展”( 北京 )

2014 年 12 月　参加“虚和清逸—当代中国画名家 60 人学术邀请展”( 北京 )

2015 年 5 月　作品《火鸡图》 获首届全国“陆俨少奖”中国画展“铜奖”（杭州）

2016 年 5 月　参加“寂然不动—中国当代核心画家学术邀请展”( 北京 )

2016 年 12 月　参加“怀真抱素—当代画坛中坚 60 家学术邀请展”( 北京 )

2017 年 1 月　参加首届“陆俨少奖”获奖作者提名展（杭州）

　　余风谷，浙江安吉人，1997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2013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

国画系人物专业艺术硕士 , 2008 年至 2015 年为浙江画院研究员，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

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中国画家协会会员。 编著有《国画基础技法教程》《国画系统技法教材》等

多部教材，出版《我独泊兮》作品集。



目 录

山谷风起志远兮 —记写余风谷艺术作品集序　顾迎庆 / 文 ⋯⋯⋯⋯⋯⋯⋯⋯ 1

卿者风谷　白 砥 / 文 ⋯⋯⋯⋯⋯⋯⋯⋯⋯⋯⋯⋯⋯⋯⋯⋯⋯⋯⋯⋯⋯⋯⋯⋯ 7

风谷般自在快活　王 犁 / 文 ⋯⋯⋯⋯⋯⋯⋯⋯⋯⋯⋯⋯⋯⋯⋯⋯⋯⋯⋯⋯⋯ 11

暮云⋯⋯⋯⋯⋯⋯⋯⋯⋯⋯⋯⋯⋯⋯⋯⋯⋯⋯⋯⋯⋯⋯⋯⋯⋯⋯⋯⋯⋯⋯⋯⋯ 17

千树⋯⋯⋯⋯⋯⋯⋯⋯⋯⋯⋯⋯⋯⋯⋯⋯⋯⋯⋯⋯⋯⋯⋯⋯⋯⋯⋯⋯⋯⋯⋯⋯ 49

寒雪⋯⋯⋯⋯⋯⋯⋯⋯⋯⋯⋯⋯⋯⋯⋯⋯⋯⋯⋯⋯⋯⋯⋯⋯⋯⋯⋯⋯⋯⋯⋯⋯ 81

一溪⋯⋯⋯⋯⋯⋯⋯⋯⋯⋯⋯⋯⋯⋯⋯⋯⋯⋯⋯⋯⋯⋯⋯⋯⋯⋯⋯⋯⋯⋯⋯ 113



序一

山谷风起志远兮
顾迎庆/文

画画之人，多少还是有些特殊的，但对于画家余风谷来说，还不仅于此，他至今走过的

路堪称奇特，说出来别人以为是传奇，却是他最真实的人生经历。偶尔听他说起曾经的以往，

我的脑海中总会冒出这么一句话 ：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 

2011 年余风谷考取了我的人物画艺术硕士研究生，他与我所有的研究生都不一样，我

对他也和对其他学生不一样，当学生有一些不足常常是和颜悦色或是调侃式的指点，对于画

作中出现一些闪光点也会及时鼓励和赞扬。而对于他的习作，也许一个小小的缺点都会被我

无限放大，评判起来颇为苛刻，我给予他更多的是鞭策和施压，只因对他知根知底，只因对

他寄予更大的希冀。

他时而豪迈，有着豪气冲天的旷达，时而又低沉，他是一个矛盾体，狂放与谦卑，起伏无度。

正因如此，他所遭遇的困境和挫折都比别人要多，做什么事都比别人要难。也许有一天他终

究会明白，对于一个充满着生命热情的人来说，最大限度穷尽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就是对自身

潜能充分挖掘的过程，痛并不只是痛，关键是痛过以后收获了什么。而那个时段的他，在我

眼里羽翼渐丰，但总有一些羽毛直楞着，我既想帮他梳理顺，又怕他在暴风雨来临时，直楞

不了，总之先理顺了再说。而作为一个成长中的艺术家，他顽强的生命力和百折不回的勇气，

是他的特质，也是很多学艺之人的稀缺基因。在我们密集交汇的几年师生缘分中，我愿意做

那个强大的推力，希望他不断反省自我，希望他有一个彻悟、一个淬火的过程。

至今我仍清晰记得，在余风谷举棋不定选择毕业创作主题前夕，我多次提议他画老鹰的



题材，可以展现他性灵中的狂野和自信，但需要高超的技能，对他不啻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我期许他去寻找这种可能性，以他现在的实力，竭尽所能看看自己究竟可以飞多高多远。他

居然真的迎难而上，顶着想要争一口气的重压，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在对老鹰和秃鹫做了大

量研究之后，他认为画秃鹫更符合他的性情。在中国美院这一届研究生毕业作品展示厅，他

那长 8 米多、宽 2 米多的巨幅作品《玄牝之门》，豪迈率性，大气磅礴，近 30 只秃鹫，构图

舒展，展示的是生命的力量和对精神轮回的思考，成为引人注目的力作。

其实对于他大量的花鸟写意作品，我也是甚为感叹的，他画的花鸟画几乎所有题材都涉

猎到了，画什么都透出一股子生机勃勃的质朴，和很多的花鸟画家追求的灵气、灵巧和唯美

相比，他似乎完全是信手拈来，恣意挥洒孩童眼中的野趣，那份粗放的气息，散发出浑然天

成的灵动。那是源自他自小的生活，一个幼小的顽童在浙江安吉一个唤作无蚊村的小山村里，

每天忙碌着他的分分秒秒，乡间的池塘、小河、草丛、田野是属于他的游乐场，鱼鸟草虫都

是他的玩伴。童年与自然的亲近，牵动着天性中至深的情感，即使画在底纹信笺上的那些个

青蛙蟾蜍，也总是那么个警觉的神态，一看便知是这个小顽童经常这样与之对视后的心领神

会，至于他长期在中国画技法上师承百家的积累和书法的功力，在其创作中的孰轻孰重和追

溯寻源，那是另一个角度了，他的写意花鸟画就是他自己的面貌。

近几年他渐渐沉淀下来，妻子儿子让他拥有了完整意义的家，他的爱人黄航玲，天生慧

质又知性宁静，单纯中有着理性的定力，她伸缩自然的性格张力，以一种柔韧的力量，理解

他的不易，容忍他孩子气的率性，又能给张狂飞扬的个性以纠偏，对于一个像余风谷这样的

艺术家无疑是一种甜蜜的惆怅，有了一个好的家，未来的日子也抹上了明快的亮色。

其实外表潇洒奔放的余风谷心里还住着一个侠骨柔情的忠义之士，是一个特别珍惜情谊、

特别懂得感恩的人，所以得到了越来越多朋友的赏识。现在的余风谷除了继续研修书画和埋

头大量作品的创作外，还参加了国学讲堂的学习，相信在他的心路历程中必然会留下痕迹。

在余风谷“暮云千树，寒雪一溪”中国画作品展即将开幕之际，他嘱我写此序，我深知

他是懂得的，在人生的历程中，曾经与我们有过交集的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要

我们去积极坦然的面对，都会成为前行中不可多得的激励。所有的痛苦和欢乐，都是财富，

关键在于当你遍体鳞伤后，重获了新生，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和成熟。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轨迹，每个人的天性中都蕴藏着大自

然赋予的独特创造力。我希望他在永不满足的行进途中始终保有自足的童心和纯良的天性，

期待他飞得更高更远。

2016 年 11 月 15 日西子湖畔

顾迎庆（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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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不易，容忍他孩子气的率性，又能给张狂飞扬的个性以纠偏，对于一个像余风谷这样的

艺术家无疑是一种甜蜜的惆怅，有了一个好的家，未来的日子也抹上了明快的亮色。

其实外表潇洒奔放的余风谷心里还住着一个侠骨柔情的忠义之士，是一个特别珍惜情谊、

特别懂得感恩的人，所以得到了越来越多朋友的赏识。现在的余风谷除了继续研修书画和埋

头大量作品的创作外，还参加了国学讲堂的学习，相信在他的心路历程中必然会留下痕迹。

在余风谷“暮云千树，寒雪一溪”中国画作品展即将开幕之际，他嘱我写此序，我深知

他是懂得的，在人生的历程中，曾经与我们有过交集的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要

我们去积极坦然的面对，都会成为前行中不可多得的激励。所有的痛苦和欢乐，都是财富，

关键在于当你遍体鳞伤后，重获了新生，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和成熟。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轨迹，每个人的天性中都蕴藏着大自

然赋予的独特创造力。我希望他在永不满足的行进途中始终保有自足的童心和纯良的天性，

期待他飞得更高更远。

2016 年 11 月 15 日西子湖畔

顾迎庆（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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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风谷，他在美院读书时我教过他，那时他名叫余子卿。当时一学期有几周的草书课

程，专业上他不见得有什么出色。那时候，我与学生们接触得不多，他则是更少。之后我见

过他的书法毕业创作，也到过他工作室看到墙上挂着放大临写的徐谓《野秋千十一首》，才

对他印象多一点起来，觉得他还是个能沉得下去的人。

风谷这些年几次请我给他的画展作品集写序，我借故案头事忙也不擅长国画评论为由，

一一推托。这次风谷在杭州国画院要举办“暮云千树 寒雪一溪”的中国画主题创作展，又

邀请我给作品集写序，事不过三，不好意思再推了。

在这之前，2013 年风谷在美院旁边恒庐美术馆举办“我独泊兮”中国画个展，我有幸

被邀请到场，看到他的国画创作面貌，这些年风谷确实有进步。尤其在中国画款识题跋上表

现不俗，他的研究生论文方向就是关于文人画款识题跋。题跋不等同于书法创作，后者具有

独立性，前者还要服从相应的经营位置和表现空间，但又不是从属关系。做得好便相得益彰，

否则便相互对立。徐渭的《石榴图》题跋“山深熟石榴，向日便开口，深山少人收，颗颗明

珠走”就堪称经典，在书法史上都有地位。

也许是时空的合缘，风谷来自吴昌硕的故乡—浙江安吉。吴昌硕曾言 ：“我平生得力

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他以“草篆书”入画，状物不求写实，形成了直抒胸襟，酣

畅淋漓的“大写意”笔墨形式，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画坛，风谷深谙此妙，自然也揽胜入怀了。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 • 叙画之源流》中最早提及“书画同源”论，元代大家赵孟

是“书画同源”这一论断的捍卫者，并在其绘画作品中以篆书及草书意味的皴法入笔充分

地体现出这一理论精髓。宗白华也对书画同源有“引书法入画，乃成中国画的第一特点……

中国画以书法为骨干，以诗境为灵魂，诗、书、画同属于一境层”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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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砥/文



说起风谷，他在美院读书时我教过他，那时他名叫余子卿。当时一学期有几周的草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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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俗，他的研究生论文方向就是关于文人画款识题跋。题跋不等同于书法创作，后者具有

独立性，前者还要服从相应的经营位置和表现空间，但又不是从属关系。做得好便相得益彰，

否则便相互对立。徐渭的《石榴图》题跋“山深熟石榴，向日便开口，深山少人收，颗颗明

珠走”就堪称经典，在书法史上都有地位。

也许是时空的合缘，风谷来自吴昌硕的故乡—浙江安吉。吴昌硕曾言 ：“我平生得力

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他以“草篆书”入画，状物不求写实，形成了直抒胸襟，酣

畅淋漓的“大写意”笔墨形式，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画坛，风谷深谙此妙，自然也揽胜入怀了。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 • 叙画之源流》中最早提及“书画同源”论，元代大家赵孟

是“书画同源”这一论断的捍卫者，并在其绘画作品中以篆书及草书意味的皴法入笔充分

地体现出这一理论精髓。宗白华也对书画同源有“引书法入画，乃成中国画的第一特点……

中国画以书法为骨干，以诗境为灵魂，诗、书、画同属于一境层”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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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用笔是中国画造型的语言，离开了书法的用笔，就很难言中国画。我曾在《书法

空间论》中写过这样的观点 ：“书法，之所以成为‘中国美学的基础’( 林语堂语 )，成为文

人思想情感的表现领地，并不仅仅是因为书写汉字，它在深层里蕴含的‘道’的精神，才是

其传统的本质、艺术的本质，生命的本质。”“书法空间形成要素中黑与白、虚与实、聚与散、

疏与密、刚与柔、燥与润、动与静、奇与正、巧与拙等等的矛盾统一，正是其生命的真理所

在。中国书法艺术的精神体现了一种纯粹抽象的空间形式反映宇宙的生命本质。”“中国画最

后走向了将书法的线条意识引入创作的文人画的境界之中，虽然作为绘画，其基本的图形仍

需从自然物态中来，但画中之形已然是对自然的提炼，是一种‘心化’ 的自然。”

我们今天谈论古代圣贤，他们在文学、书法、绘画等方面均有兼修。历史上出现过很多

同时是书法家和画家的人物，从苏东坡、米芾到赵孟 、徐渭、董其昌再到近代吴昌硕。苏

东坡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不仅在诗、词、散文、书法为一代翘首，也是开创文人画

先河。为什么我们现代人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在古代圣贤面前会容易自卑？他们或有对

传统文化认识与研究的条件与自身素质，对书画蕴含的哲学思想与美学精神比我们要强得多。

我们处在科技信息交通发达的时代，比起前人少了许多秉烛夜读、苦心励志的修行。对风谷

而言，临习古帖，夯实基础只是方法正确，徐渭、吴昌硕就是他前面的高山，同一道上，不

要走出相同的印迹来。人生参佛，个味其中，这点风谷应该明白。

多年来我一直在中国美院从事书法教学和书法创作实践，我较关注学生自身的素质才情

及在专业上的勤勉独特见知。他们现在取得的成绩也是阶段性的，我只是扶正某个阶段性他

们有所偏离的认知，期许将来走得更远。对于风谷我更高兴的是看到他的一种精神、一种执

着。风谷的童年在安吉一个小山村，他的创作经历有着童年生活的掠影。清代邹一桂《小山

画谱》认为要“以万物为师，以生机为运，见一花一萼，谛视而熟察之，以得其所以然，则

韵致风采，自然生动，而造物在我矣”。风谷在这方面显然得益启迪，他的作品以水墨为主，

设色也多为淡雅清丽，淡泊平和。

风谷其人，圆圆的啤酒肚搭配憨憨的笑脸便是他的写照。他时而像北人有把酒言欢的洒

脱，却又流露出文化南人的一丝寂寞和悲欣。时而有一种惆怅之外的自许清风，又有大喜过

忘后的失落焦虑。他初学绘画，科班是书法，时隔十几年，他又考取中国美院人物画艺术硕

士，不熟悉的人总觉其性情有点参理不清，似乎不断折腾。

我个人认为 ：“观念、个性应当张扬，但学习当博、泛，学得越多，基础越扎实，对美

的种类感受越具对比性，眼界自会越高。中国的文化强调对两极的认知，而对立两极能够互

相通融，协调在一起，才是高水平的体现。”“如果不是那些对立的东西不断地调和变化，世

界就不会有新生与进步，自然也便不再自然。” “不论是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都必须强调一

种创作意识，重复古人或过去的自我即意味着艺术（学术）生命的死亡。”

也许正是风谷性格中的这些对立矛盾、时刻不安分的探索心思，这些个折腾，使他更具

才情，并以极大的勇气破门而入、夺门而出，学昌硕却不见其痕。他初涉海派，后移师诸家，

走传统出新的路子，日渐气候，已独具个性化的语言。

卿者，风谷也。今天他捎带自身的那份才情与执拗、优郁与信念走在他的路上，去他想

去的地方。在 2017 年元宵节后，他将在杭州国画院美术馆举办又一个展，那是座落在西子

湖畔北山路的葛岭，那地有一处抱朴道院。余秋雨曾评此处 ：“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

一早就呼唤繁密的脚印。”但愿风谷能踏过这既往的断桥残雪，迎来属于他的新年曙光！ 

些许文字，为卿者风谷序也！

2016 年 11 月 25 日于西子湖畔

白砥（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书法的用笔是中国画造型的语言，离开了书法的用笔，就很难言中国画。我曾在《书法

空间论》中写过这样的观点 ：“书法，之所以成为‘中国美学的基础’( 林语堂语 )，成为文

人思想情感的表现领地，并不仅仅是因为书写汉字，它在深层里蕴含的‘道’的精神，才是

其传统的本质、艺术的本质，生命的本质。”“书法空间形成要素中黑与白、虚与实、聚与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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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走向了将书法的线条意识引入创作的文人画的境界之中，虽然作为绘画，其基本的图形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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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河。为什么我们现代人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在古代圣贤面前会容易自卑？他们或有对

传统文化认识与研究的条件与自身素质，对书画蕴含的哲学思想与美学精神比我们要强得多。

我们处在科技信息交通发达的时代，比起前人少了许多秉烛夜读、苦心励志的修行。对风谷

而言，临习古帖，夯实基础只是方法正确，徐渭、吴昌硕就是他前面的高山，同一道上，不

要走出相同的印迹来。人生参佛，个味其中，这点风谷应该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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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25 日于西子湖畔

白砥（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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