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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 30 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位参与者和见证人 . 我与诸多艺术家一同经历了苦

闷 . 学习 . 激动.狂热 、 反叛等各种生命体验 见证了从寻找任何一种可能的反叛式地简

单地模仿西方现代艺术的自我主体的渴求 i 到逐渐困惑而又理性地试图重新建构中国当代

艺术自身的形象呈现方式。

在此 . 我们的艰难行程才刚刚起步!但这是一步比此前热闹 ‘ 多变而始终摆脱不掉西方艺

术影子的要困难得多的远行 1

我想 在这样的语境里谈论邵岩.

朱青生在一篇简要的关于邵岩的学术编年中 ， 清晰而又精彩

地概括了邵岩近 30 年的艺术历程。

1984-1994 年为邵岩艺术创作的第 阶段。 邵岩在这一阶

段基本上是在日本少数字书法家手岛右卿和井上有一等人的

作品影响下开始了他对传统书法的反叛。 而日本的少数字书

法实际上是受到西方现代抽象艺术的影响而采取的应战。 那

时的中国还难以见到具有代表性的抽象艺术，所见也仅有印

刷粗糙. 模糊不清的印刷品 。 因此.这个时期大多数的满怀

艺术创作梦的年轻人多在形式语言上寻找突破，这个"破"

在我看 ， 那就是从书写作为 " ì卖 " 的过程去体会书法意蕴之

美试图转化为直接为 ' 看 的书法造型。 字数基本在 1-4 个

字幅，形式也为易于表达的线条。

1995-2005 年为第二阶段 字数基本为 6- 1 0 字。 这一时期

邵岩的作品，比上一阶段有更大进步 ， 多是在线条内部寻找"深

度" 变化 . 从篆书构成的绘画性寻找章法与空间形式构成的

趣味 注重传统书写的线条展开过程的空间形式与快慢迟涩

的韵律节奏变化。耐读耐品耐玩味 远远走出日本少数字派

的书法影响且远在他们之上.

2006 年至今 是第二阶段的现代进行肘。 热衷于形式主义的

语言表现已隐退 进入多元齐进的艺术话语的整体转换。 在

上 铸级本水墨 90cm x 回α响 1991

中 宝纸本水噩 68cm )( 68cm 2005 

下 归纸本水量 1盹m 叫拙m 201 0 

左 将军宫纸本水噩 20C比m x 2∞m 却10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这一阶段 I 邵岩的创作不顾及字多字少的构

成 ， 而是把从西方抽象绘画的书写所挥洒出

来的精神作为他拓展和追求中国书法书写基

质的视觉韵律和生命形式空间 雄强奔放

自由驰骋 。 但线条却如惊涛拍岸游丝惊鸿。

这正是我特别看重和喜欢他的作品的原因 。

我的叙述在朱青生的邵岩学术编年描述的框

架里展开 I 不敢掠朱先生之美 但评述不妥

在我。 这三个阶段基本契合了中国当代艺术

近 30 年的发展历程 即模仿西方现代艺术的

初期 ‘ 领悟和提取精华期 ， 圭IJ从中国艺术基因提取价值元素进行原创历史的起步。

邵岩的三阶段 又可以分为两大组成部分 ， 即传统书法与现代书写创作一一即从中国书法

语境拓展出来的书写性绘画 。

在我看来， 两者既有关 又无关。 有关在于书写性绘画的书写线条质量、厚度和深度直接

和传统书法的基本功训练有关 没有这种基本功 无法创作出邵岩式的书写性绘画 。

思考这个问题 ， 要稍微费 些笔墨

我们先把视角拉远一点来看这个问题。

莱布尼茨有生之年有一个梦想 . 希望能创造 种陈述思想的纯粹语言 当人们存在有歧义

或对与错的思想问题之时 坐下来说我们进行运算吧!他期待参照的基本样本之一便有汉

字。 在他看来 ， 汉字的形体与语义类似代数一样准确无疑义，并说到汉字书法之美。 当然.

他创造的文字要比汉字更好。 这种同时具有汉字优点的普遍文字 "因为每个人都可用自

己的语言理解它 . 但这种语言可以大大优于汉语 因为不出几星期就可以掌握它 . 这种语

言根据实物的秩序与联系将笔划完美地联系起来 汉字则根据事物的可变性呈现无限多样

的笔划 . 因此 . 中国人要花一辈子才能学好书法 • (转引自德里达《论文字学》 上海

译文出版社 1999 年 4 第 门 6 页 。 )

20 世纪的解构哲学家则从文化笔迹学的角度说 "涉及个人的书写法与集体的书写法的结

左人纸革水盛 60cm IC 60cm 2011 

右 开怀级本水噩 68cm 组 1 38cm 20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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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涉及书写符号 i古语 与书写符号'代码'的结合 但我们不应从意指意向的角度或

从指称的角度 而要从风格和涵义的角度去考察这种结合.这些问题还涉及不同的书写符

号形式与不同质料的结合，涉及不同的书写材料的外形(材料木头 . 蜡 . 皮 . 石头 . 墨水 .

金属.植物)或工具(刀尖.毛笔等)的结合 I 涉及技术的.经济的‘历史的层面的结合

比如，在书写符号系统发明之后，在书写风格已经定型之后(不一定同时涉及多种风

格在这一系统中发生变化的限度与意义， 涉及书写法在形式和物质上受到的多种关注。 1 同

上 a 第 130 页 。 )

这两者之难极富挑战又充满魅力 在汉字书写上表现最为充分。 而且正因为以此为基础所

设立的门槛 才见其魅力 。 析而言之 即纸、笔 墨，在西方人看来皆为工具而较少论述 .

在中国艺术中此三者非比寻常 皆积淀深厚文化底蕴。

音朝的傅咸(公元 239-294 年) ((纸赋》说 '既作契以代绳兮 又造纸以当策 厥

美可珍。 廉方有则体洁性贞含章蕴藻实好斯文。 写情于万里精忠于一隅。"

可见纸不仅仅为纸" 旦被赋予高洁之品德。 近代书法大师林散之说 "厚纸用墨要带水 .

薄纸 . 皮纸要用焦墨。 纸不独质量好 i 又要陈纸几十年。 (上述引文见钱存切iI((书

于竹串》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年.第 110 页 林散之《笔谈书法}} .古吴轩出版社 I

1994 年 。 )至于墨的论述更多 。 可谓人言言殊 各持己见 但核心是由浓淡干湿疾涩运

行所形成的线条变化。

这里最为复杂的是..笔 的问题@ 我认为可简明概括为工具之"笔

美之，笔" 三义 . 工具之笔是工具，工具当然有诸多种 。 如狼 . 兔，羊毫或杂而合之。 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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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之笔是各种书写过程 唐代如福 欧 、 颜.柳 l 宋代如苏、黄 . 米.察等. 审美之笔是

书法之精神的表述如雄强瘦硬. 苍润等。 而中国人论述之时 . 往往是或三义皆有 或

皆叙 义 含混异常。 中国书法之魅力和超高难度便在这三者的可控不可控之间所达到的

出神入化的境界 . 看f以自由却法度皆在其中 ， 看似拘谨却神采悠然纷呈。 林散之说他不愿

当书法家 说书法太难了 。 所以.中国古典艺术精粹的训练太奢侈了 ， 诸多人蜡首终身而

不得入其门槛。 不光我这么说 ， 连德国的 17- 1 8 世纪的哲学巨匠莱布尼茨也如此说。

中国传统艺术的经典训练太奢侈了 。 不仅如此 ， 即使写出几分魏晋二王之风采‘隋唐法度 、

宋人气象，要有自身面目，也是难上加难了 。

ìl~岩毫无疑问是当代中国众多探索者中的出色人物之一。 他的楷书转益多体 ， 由帖入碑入

汉‘入钟鼎篆德 a 然后复归于散淡 . 朴茂。 看他的小楷有简策的率意，融之魏晋写经体的

含蓄内敛 行笔于唐人韵致之间 . 散发着满眼书卷幽香 .

从我个人角度更喜好他的行草书 . 草书 ， 另IJ出心裁 ， 个人面貌识别性极强 . 为笔圆笔互转

而轻灵自然 表现出极高的书法功底和书写技巧。 结体生涩奇崛 ， 枯藤老树 a 荒率古拙 .

可 睹碑帖融合的妙处。 书法线条流动老辣狼藉，满纸烟云 a 篆箱气扑面而来 ， 线条和节

律的韵步转折恰如其分。

无可怀疑，邵岩表现了极高的书法创作上的天分和才思。 他对书法传统的热爱和痴迷也使

他具备了卓越的书写创作才能。 但我要说。就是把这种书写再提高十步，我认为也是一种

对传统的守护 。

守护传统是一种美德。 守护传统以至于不敢越雷池半步 . 也可以说是-种凄美的殉葬。 但

如此等等都悖离了传统作为一种文化惠及下一代的根本意义 传统是传递 传统是为了让

后代子孙以便捷和减省摸索的生命成本的最省力的 路径" 走向未来。 所以我说 ， 掌握传

统是为了传递传统和创新传统。

在中国.特别是书法领域.往往是以热爱传统的行为抄袭传统 以忠于传统的学习而死于

传统的痛疾。 我们有一批突围者邵岩是这批突围者之中的佼佼者。 让我们看邵岩如何突围 .

我最看重的是邵岩的现代书法 i 我更乐意于将它说成是书写性绘画。 这种 "看重"的基本

左 时空粤纸本木盟96cm ,. 180cm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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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其一是邵岩扎实的传统书法的基本

功力在书写性绘画的创作中所构成的线条

质量 主得住。树得起。 这正是我上一节

中说到他的传统书法的原因所在 ， 即为从

书法内部的资源、转化为现代性的探索提供

了依据 把传统的书法文化积淀转呈为当

代性的成果。 其二是他从汉字的空间意象

去寻找他构成线条墨迹的空间形式的依据

和陈述语汇 ， 是汉字字符约束基础上的创

作方式。 其三是他所创作的视觉形式对西

方现代抽象绘画的发展 ， 这种 " 中国精

神 " 的当代性是从中国文化基因中孕育出

来的 ，

缘此 ， 我给出的书写性绘画的定义是 以

书法书写的线条造型一次性运行所构成的

空间形式，与那些把笔触 . 肌理也说成是

书写的观点没有相同性。 那样的话 。 范围

几乎可以无限扩展 。

其我特别期待从书法的文化积淀中转

呈出的当代绘画形式以及对这种文化资源

的采掘。

任何绘画都必须借助物质材料才能进行创

作并形成视觉样式。 但中国人对笔墨纸这

些工具和材料赋予了太多的历史审美的

给定即是工具材料 ， 又与特定的审

美价值表达合一 因此 . 它不是单纯的材

料。 我强调这种文化基因中生长出来的当

正觉必成纸本木盟 68cm 槐 138cm 2013 



代艺术样式即期待它是当代艺术的呈现结

果 它充满了传统视觉审美的有效转呈

否则便成了对西方当代艺术的中国材料的

另 种表现. 这样的工作 . 其意义是大打

折扣的。 借用解构哲学家德里达的话说 ，

书法作为一种 '建制的虚构 " (((文学行动>>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a 第 3 页。 ) . 

必须从 建制"之中才能延伸出有魅力的

充满视觉意蕴的 "虚构

因此 从书法书写的长久训练和知觉感知

对运行过程的"笔性 "墨性" "纸性 "

之特征的体悟 达到可控和非可控之间的

妙趣横生 揭示出特殊的中国视觉精神。

邵岩深深明白这一宗旨『笔不到意到 墨

趣的发挥唯有借助水的晕染和散发去传递

墨的韵致。 行笔之时的饱墨和枯墨 通过

对笔之 "性 ' 的行走表达.形成笔墨纸之

"三性"的合一。 这一点是西方抽象艺术

家永远无法探明其堂奥的。

其二 ， 汉字间架结构构成邵岩书写的空间

约束 以此寻求汉字空间意象的扩展和强

化 . 形成了1l~岩作品所独有的美学意象 。

日本的少数字创作有两个参照点 ， 一个是

将汉字之自身象形用书法的书写去表达

另一个是受西方抽象绘画影响 试图以书

写和汉字创作另一种画 。 当然，这对邵岩

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在我看来

正清初级本水墨 68cm x 138cm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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