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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艺术植根于生活的沃土，从陇东

高原到甘南草原，从河西走廊到天山南北，

都留下了张建中采风写生的足迹。他以饱

满的热情，淡定平和的心态，在西部这片热

土上努力发现美、创造美、展现美，形成了

个性独特的艺术风格，描绘出对世界、对大

自然的倾心挚爱。

欣赏张建中的画作，会被强大的艺术

魅力吸引——国画作品细腻传神，让人感

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清新灵动的艺术

之美；人物画作品面部表情生动丰富，或

虔诚，或惬意，或沉思，或开怀，或热情奔

放，或含而不露。系列人物画，是他多年

深入生活的生动反映，闪烁着现实主义色

彩。《听蕉图》《观梅图》等作品以夸张的笔

墨和大写意的手法，勾勒出人物的神情姿

态与内心世界，生动体现了“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念，

给人以强烈的艺术享受。

张建中是一位善于将艺术实践和美

学理论相结合而深度思考的书画家。他

在大量临摹敦煌壁画、敦煌经卷，以及深

入实地写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自己对

敦煌绘画创作的独到理解。

近年来，他专注于丝路文化和敦煌艺

术的挖掘与弘扬，深入河西走廊写生采风，

观摩敦煌莫高窟壁画彩塑，创作了《追梦敦

煌》《河西写生》系列美术作品。作品构图

奇美，色彩斑斓，气势宏阔，具有极强的视

觉冲击力。此外，他临创的敦煌壁画也造

型优美、色彩绚丽。

张建中的书法作品灵动清秀，崇尚古

法，守正创新，表达了他对敦煌遗书的深

刻理解，又使他的“画意”增添了几分“诗

情”，达到画作与题画诗、画作与落款的协

调统一。 （本文配图为张建中作品）

□ 李 赟

植根生活 守正创新

河西走廊写生

敦煌写生

由甘肃简牍博物馆、西北师范大

学 、甘 肃 省 书 法 家 协 会 主 办 的“ 简 述

中 国 ”2024 年 全 国 简 牍 书 法 大 展 日

前在北京一得阁美术馆举行，以艺术

的形式向观众呈现了简牍的神采。

简牍是文物，是文献，也是艺术，

这成了一种共识。

简牍是研究由篆到隶、由隶到行、由

隶到草到楷等书法演变的墨迹本。汉简

的时代正好是中国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

的时期，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

的楷、行、草书。古代很多的碑刻，尤其

像泰山摩崖刻石，文字已经漫化，而墨迹

本能够真实地还原当时书写的状态。有

的竹简里的文字看上去仿佛墨迹如新，

对书写者的研究会非常清晰。汉简不仅

摆脱了石刻翻版的刀工限制，而且可以

更加直接以观赏者的视角接触墨迹，阅

读时可以感受到书写者的运墨，如水波，

如飞檐，如飞鸟，笔锋随书写者情绪流

走。书法的舞蹈性、音乐性，通过简牍得

以彰显。

简牍是实用基础上的艺术，这也是

汉字艺术的基因。书法是以汉字为审美

对象的书写艺术，欣赏时无论怎么强调

它的视觉效果，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文字

识读上。近三四十年来，人们对书法的

呈现作了很多探索，包括图式的构成，其

中度的问题虽然很主观，因人而异，但是

应当有一条底线，那就是文字的可识

性。当回归到汉字本身，回溯到简牍时

代，会发现汉字艺术始终是以实用为基

础的艺术。书法艺术创作不管是在展

厅，还是在客厅，或在手卷上，守正始终

是其生命线。

简牍是时代的记录、影像和复写，

为书法艺术创新提供了范本。简牍艺

术反映了古代的面貌。历代的书法精

品无不是那个时代的写照。而当今艺

术家的使命应当是更好地深耕中华文

化沃土，通过作品呈现全面的、有深度

的、有温度的时代。

简 牍 为 研 究 汉 字 书 写 的 方 式 和

规 律 打 开 了 一 扇 窗 。 简 牍 的 使 用 和

文 字 的 形 成 应 该 是 同 源 的 ，古 人 把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些 事 项 ，比 如 占 卜 、祭

祀 、会 盟 等 内 容 写 在 龟 甲 上 ，后 来 铸

在 了 青 铜 器 上 ，日 常 的 事 项 就 记 录

在 竹 简 和 木 牍 上 。 方 块 字 的 形 成 ，

汉 字 的 笔 顺 由 左 到 右 、由 上 到 下 、由

内 到 外 ，纵 向 书 写 ，尤 其 是 一 篇 文 章

从 右 到 左 排 列 ，这 既 跟 右 手 书 写 的

生 理 习 惯 有 关 ，也 跟 竹 简 木 牍 的 形

制约束有关。

简 牍 反 映 了 汉 字 艺 术 生 长 的 规

律。简牍书法大多来自民间，出自普

通人之手。出土的简牍里，也几乎没

有像柳、欧、颜、赵等一些书法大家的

墨迹。但是简牍却回答了生成经典艺

术的条件和路径，比如唐代是楷书的

巅 峰 ，但 楷 书 是 如 何 一 步 一 步 形 成

的？隋和隋以前的魏碑就对楷书形成

过巨大影响。楷书正式形成前的字体

恰恰是活泼的、自由的、率性的、不固

化的、不刻板的，才能为后来的演变奠

定基础。

简 牍 记 录 了 经 典 。《尚 书》记 载 ，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

命 。”殷 的 先 人 有 记 载 历 史 的 文 献 典

册，典册就是书，说明了早在商初就有

了记事的简册。之后的百家争鸣，秦

汉典籍，无不在简牍里闪光。

简牍，记录着中华文明的源流，承

载着中华文明的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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