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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向群(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温其球是国画研究会的领军人物，
虽然不是这场争论的主角，但他以“学
画先工后意而作画不论工意，都要使人
感到画意未尽又不能增减一笔，故落笔
极为慎重”等作为艺术主张，坚持以学
习宋元绘画传统为依归，与新派创作产
生分歧，创作思想对垒，视二高一陈为
“野狐禅”， 这些与二高一陈不同的观
点，都是诱发一场学术争论的导火线。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对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鸦
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意识到传统教育
制度存在的问题。 1872 年，留学制度建
立，是先进知识分子的摇篮，有条件的
学子纷纷出国留学，归来后，他们成为
了传播西方美术的主力军。 到了民初，
新旧文化观念碰撞，西画东渐也出现了
水土不服的现象。

1925 年， 温其球与潘景吾、 李瑶
屏、赵浩公、铁禅等人在六榕寺组织国
画研究会， 以研究和振兴国画为宗旨。
岭南画派创立于 20 世纪初， 主张以倡
导艺术革命，建立现代国画为宗旨。

两大画派的宗旨、 学习背景不同，
创作思想产生分歧是必然的事情。

1926 年，广东国画研究会与岭南
画派进行了一场学术争论，研究会的代
表人物黄般若与岭南画派主将高剑父
的学生方人定在报纸上的一场笔战，拉
开了围绕中国画革新而持续 40 年之
久的大论战序幕， 这一争论时间之长、
阵线之复杂、涉及面之广，在中国美术
史上实属罕见。岭南画派创始人高氏兄
弟及学生方人定、苏卧农等都有留学日
本的背景，受日本画风影响颇大，主张
中国画革新，以西画改造中国画。 这不
仅仅是局部地域流别和艺术观念之争，

它的产生与当时中国美术界古今与中
西的思想碰撞密切相关， 直至今天，对
中国美术的发展仍然影响深远。

这场争论主要分歧聚焦点：中国画
近世萎靡不振的原因、传统文人画的价
值判断、传统写生的有无、抄袭与创作、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革新、东方绘画的融
会借鉴等问题。他们一方面借重当时流
行的“东西文化差异”的说法，强调中国
画的独特性，以抵制“西化”潮流；另一
方面则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兴起为例，
试图证明文化艺术“东优西劣”或西方
现代艺术的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

温其球(1862—1941)出生于望族和
书画鉴藏世家。 字幼菊，号菊叟，别署语
石山人，顺德人。 其先辈温汝遂、温汝述
等都是著名书画家和收藏大家，父亲温
子绍是洋务运动的干将之一，负责办理
建舰事务， 创办广东军装局并任总办。
后被委任为“旅顺机器局总委员”，他随
父北上渤海， 入海军丁汝昌幕充幕僚，
佐助海军军务，出谋献策。

温其球从小酷爱书画，早年师从花
鸟画家许菊泉研习恽南田的花鸟、鱼
虫， 山水临习宋元， 人物法六如居士。
甲午海战前夕，因献策抗击日舰未被采

纳，未能实现其政治抱负，遂辞职南归，
重理绘事，步入五十后，取法多方，深入
宋元，力求化工。 山水喜作青绿大幛和
长卷以及仿石涛山水小品，花果作品重
视写生，喜作岭南佳果，纯用没骨法，构
图简远，笔墨浑厚。

若虚斋藏其《南瓜图》扇面(如图)，
笺纸本，纵 16 厘米、横 47 厘米，隶书款
署：“庚戌大暑为哲夫仁兄大人正，弟温
其球作于语石酓”，下钤：“幼菊”朱文印
一枚。 “ 庚戌”即 1910 年，四十八岁时
的作品。 扇面的构图呈半弧形，随形生
法，由南瓜、花、绿叶、竹架、滕组成，纯
用没骨法，笔法透逸，赋色明净，风格淡
雅而古艳，实得南田之神韵。 “哲夫”
者，乃蔡守（1879—1941）之字号也，与
温其球同为广东国画研究会成员。原名
珣，更名有守，字奇壁、哲夫。 广东顺德
人。 “哲夫”一字，取自《诗经》“哲夫成
城”之意，遂号成城子。民国时期著名的
诗人、书画篆刻家、博物图书及金石碑
版学专家， 曾任 《天荒》《国粹学报》主
笔、广州市立图书馆馆长、国史馆纂修，
晚年定居南京，任南京博物院古物保存
所书画金石古物鉴定研究员、南社和贞
社社员。 著有《印林闲话》等。

书法日常应用能美化生活，
提升生活品质

■李国联
(鹤山市文联主席、鹤山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 我们不难发
现一些现象， 充分证明书法艺术在我们日常
生活中的应用是十分广泛的。 正是书法的日
常应用形式的广泛存在， 使我们的书法艺术
得到较好的传承与发展。

现象之一：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大
小各异的招牌、 广告等的文字都是传统毛笔
书法。 这些书法的字体有楷书、隶书、魏碑和
行书，可以说雅俗共赏，老百姓十分喜爰。 这
些招牌、 广告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美化和雅化
城乡生活环境的作用。 例如全国大城市中北
京、上海、杭州、广州等的重要建筑物、商店、机
构等的招牌、广告的用字，很多都是当地著名
书法家用毛笔所写， 具有较高的书法水平和
文化含量。 其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广州
的城市路牌，就是广州市政府,特别聘请当时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著名书法家秦咢生
先生，运用他最善长的“爨宝子”魏碑书体所
写。 秦咢生先生的魏碑书法厚重、端庄、古朴、
易识,他所写的路牌立于广州街头，受到社会
广泛赞誉。 此事在广东一直被传为佳话。

现象之二：全国的名牌大学以及报刊
名称都由书法家题写。 如清华大学、 北京大
学、中山大学等，以至一些报刊杂志如《人民
日报》《南方日报》 等都请一些书法水平较高
的著名书法家如郭沫若、赵朴初、欧阳中石等
以毛笔书法题写。 正是因为有书法名家的题
字, 这些校名招牌、刊名显得大气、美观且辨
识度高、 文化含量丰富， 因而历经大半个世
纪，依然流传于世, 为国人所称道,也逐渐成为
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现象之三: 名酒名烟等贵重商品的
装潢都很注重请书法名家题写名称。 如湖南
的酒鬼酒由著名书画家黄永玉先生题写，四
川的名酒五粮液、郎酒是由我国著名书法家、
四川大学教授侯开嘉先生题写。

然而，反观近十多年来的状况，令人十分担
忧。由于电脑、网络的使用盛行，人们贪图方便，
习惯于从电脑取字放大作为招牌、 广告等的用
字，而免去人工用毛笔手写的环节。这些字都是
美术字，或仿宋体或黑体或卡通体。滥用这些字
体作招牌等的用字，致使招牌、广告等失去了书
法的艺木性，文化含量大大降低，且不美观，更
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2017 年初，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就曾专门发了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文件，对如何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作出了具体要
求。 当前，书法的传
承最有效的途径之
一，就是把书法艺术
应用到大众的日常
生活之中，让老百姓
亲近书法 、 使用书
法 、享受书法 、热爰
书法。 为此，要协调
好社会的各个方面，
采取多种形式把书
法的应用融入大众
的日常生活中，让书
法美化我们的生活，
让书法提升我们的
生活品质，让书法增
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温其球的观点曾是学术争论的导火线

■朱涛(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会员)

郑庆伟自幼学书， 先后师从李太
平、刘尊法、孙伯翔等先生，与所有书法
爱好者一样，参加各种书法竞赛一直是
检验郑庆伟书法学习的重要手段，很长
时间他都无缘全国大赛。2009 年，他 34
岁，在平顶山，他一鸣惊人，一举夺得兰
亭奖一等奖， 结束了长达十多年的徘
徊。

郑庆伟喜欢古典、怀旧，喜欢追溯
悠远的历史，和古人对话；喜欢古曲的
哀愁，抹一缕心伤；喜欢发黄的残纸，书
写魏晋的线条。 所以在他的书法中能
够看到他的根，他就是从传统的根中吸
取营养，不断滋润着的书法。 可生活在
都市的他，也同样喜欢时尚、现代，喜欢
放飞梦想，义无反顾地随性而为；喜欢
摇滚和足球，在歇斯底里和对抗中宣泄
张扬；喜欢自驾，在荒无人烟的僻壤纵
情率性。这种传统与现代、对立与统一、
矛盾与和谐始终贯穿于他的学习和创
作，他思辨、痛苦、沉静，也正是因为如
此，使他长时间在一个状态中徘徊。

长时间的徘徊容易大起大伏。 郑
庆伟自言是矛盾的统一体。 他的书法
创作也是一直处在一种徘徊的状态。
长达十多年的徘徊，从连续两届兰亭奖

落选选手，一下子夺得兰亭奖一等奖，
形成一根巨大的“阳线”。 从此以后，郑
庆伟又开始徘徊， 虽然也在全国册页
展、草书展、扇面展、楹联展、行草展、行
书展、新人新作展等展览入选或获奖，
但却再无缘兰亭奖。

长时间的徘徊会使根基断裂。 事
物的发展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选择，你
选择了传统就意味着远离现代，你选择
了现代，就意味着远离传统，很难把传
统与现代和谐地统一在书法上。 长时
间的徘徊，终会像山竹台风一样把他书
法的根基摇断，从此失去了传统营养的
滋润，如果再找不到新的根源，慢慢地
也会枯萎凋谢。

长时间的徘徊会造成自信的丧失。
为了提高入展率，各地书协都会组织不
同形式的看稿会。 2009 年，平顶山市承
办第三届兰亭奖，主场作战，自然不可
轻视，郑庆伟几乎遍临了二王体系的行
草书及他认为需要补充的书法元素，并
且对章法、形式、内容、表现手段都进行
了多方面的创作尝试。 用纸无数，最后
挑出了 20 多幅作品，也拿不定哪幅好，
通过征求专家、同道意见，最后才确定
了一幅作品投稿。 对这件作品，虽然总
体是满意的，但局部还有一些不足，可
是能力有限，无法修改。

在现行的书法评审机制下，看一个
书法家，要综合地看，不仅在看他一次
两次的获奖，还要看他在书法竞赛中的
持续获奖能力；不仅要看他一幅两幅作
品的水平，还要看他整体的书法水平；
不仅要看他投稿的书法创作水平，还要
看他现场的书法创作水平。 能够打破
持久的徘徊，不断进步的书法家才是真
正能够经得起时代检验的书法家。

郑庆伟的徘徊

■李国联 行书五言联

■温其球 《南瓜图》

■郑庆伟书法（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