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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艺术/名作欣赏

《大橡树下的母马和马驹》

|| 文|||博君

乔治·斯塔布斯（1724 ～ 1806 年），
《大橡树下的母马和马驹》，油画，现藏
于伦敦泰特画廊。

乔治·斯塔布斯，一个一生与马
为伴的艺术家。他没有受过系统的绘画
教育，自学成才，“靠自己的力量去探
索自然，考察自然，描绘自然”，在自
然生活中思考、积累。他的作品在当时
并未受到广泛接受和赞许，其一主要原
因便是在画作主要题材和体裁上，然而
他依然选择在时代的大主题下，“逆风”
成长；在大多数评论家、艺术家“摒弃”
的目光下，坚守自我。时间会说明一切，
大概一个世纪后，人们对他的作品进行
了重新、正确的评价。也就是这样的一

位艺术家，成为了英国最伟大的马画家，
成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画马大师”。

《大橡树下的母马和马驹》，是其广
为流传的代表作之一。在葱郁唯美的大
橡树前，马儿们安详站立，透过阳光般
的暖色调缓缓洒下，股股温情四溢流露，
好似此时的世界失去了流言喧闹，只有
一种田园的静谧和安然。斯塔布斯受法
国新古典主义浪潮的影响，展现出一幅
古典式凝重安详之景况。整幅画面采用
古典平稳的横构图，五匹马儿交相辉映，
有的驻足凝视，有的弯下头，享受着自
然的美味，安宁得好似早已张望到世界
的尽头，配上略显轻快的节奏，马儿们
好像就这样诉说着，它们生命的赞歌。
而这些对于它们的老友斯塔布斯来讲并
不难理解，斯塔布斯从小便与马儿们结

下深厚的友谊，随后便朝夕相处，他的
父亲经营的皮革店以马具为主。所以，
斯塔布斯对马儿有着特殊的感性认识，
自然在他画中带着他人不曾体会到的理
解和感悟，他笔下的马儿，是纯真的，
是自由的，是“安详”的，比起那些在
硝烟滚滚中怒吼的战马而言，更多的是
一种马儿生命本质的真朴，一种生命灵
性的美。画中的马儿恬然静会，人与马
儿心灵的交谈悄然隐匿，在安详静谧的
空间中，两股沟通交错滑翔，在马儿们
凝厚的目光中，道出了本属于自然的一
切。它们，像我们一样，都有着心灵深
处本初的“美”，绽放着独自生命的风采。

斯塔布斯用理性的精确，完美地诠
释了马儿的架构与形态；用素描性的画
法，精微刻画出马儿的肖像；用色调的

交替，生动地绘制出马儿形体独特的韵
味。马儿抬着头，好似望向天边阳光的
净土，期盼着；依稀的余光撒落，阳光
洒在背部、腿上，一种柔情的眷顾。他
在古典主义的线条下，肆意释放着感性
的基调，舒柔唯美的色彩下，体块节奏
的运动旋律中，将柔和与力量在写实的
具象与形线的抽象中统一，不失趣韵。

看整幅画好似在听圣桑的《动物狂
欢节》，有第九曲《林中杜鹃》淡淡的
欢快，有第十三曲《天鹅》舒缓的悠扬。
细细品味，给人的不仅仅是母马与马驹
那温情的爱意，更像是一种生命的礼赞，
让人们安静下来，走进马儿生命的世界，
感受马儿“自然”本质的灵性，体悟马
儿生命中和谐的美。“他们”，和我们一
样，都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刚劲俊美的《灵飞经》小楷
|| 文||| 侯骁韬

唐《灵飞经》墨迹共有
四十三行。现藏于美国纽约大
都会博物馆。大家最早见到的
是《灵飞经》的碑拓，首先感
觉是温润秀美、飘逸。直到
1987 年见到《灵飞经》墨迹，
让大家大吃一惊，原来《灵飞经》
字字刚健、俊美，点线以刚为
主，遒劲洒脱。一般大家会认
为碑拓中字的点线会在刀刻的
作用下，使原有的圆笔变得方
楞刚挺，总以为墨迹一定比碑
拓圆润。可恰恰相反，《灵飞经》
墨迹字刚健，而其碑拓字温润
圆秀，究其原因碑刻的风化会

使原有刀口变得模糊和圆润，
再有刻工对字的理解是不同的，
他们往往加进自己对字迹的感
受，不自觉地反映在所刻制的
作品上。由此告诉了我们一定
要透过刀锋看笔锋，怎么看？
关键看用笔的节奏和笔与笔间
衔接的角度和速度，大家可以
仔细观察，并试试。如果总是
不会透过刀锋看笔锋，就拿灵
飞经的墨迹和碑拓对比观察下，
一定大有收获。

大家首先明确下《灵飞经》
是何人写的？什么背景下写
的？为谁写的？首先经专家反
复考证确认《灵飞经》不是唐
钟绍京所书，为当时国家雇佣

的经生所书写，没有留下姓名。
但同时通过《灵飞经》卷的末
尾有“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长公
主奉勅检校写”的落款，发现
此道教经书的抄写不是一般的
经书抄写，受命于“玉真公主”
而写的。按当时唐高宗内府写
经多由政府挂衔的官员检校，
此卷《灵飞经》由玉真公主亲
自检校督写，足见《灵飞经》
应该是供奉于唐皇室内廷的道
藏经卷之一，非常珍贵。大家
看到这里不禁要问唐皇室为什
么会收藏道教经书？而玉真公
主怎么会对经书感兴趣？这要
从唐王朝说起，在唐代道教有
着特殊的地位。原因是唐统治

者为了巩固统治，自称是老子
的后代，道教是李家的宗教，
于是道教成了国教。道教备受
推崇，其地位基本上都处于三
教之首，道徒众多，求仙学道
之风遍及帝王贵族、平民百姓。
而玉真公主是玄宗李隆基胞妹。
受父皇和姑母太平公主敬奉道
教影响，二十岁便入道为女冠，
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师，后出
家为道士。这下大家就明白了
《灵飞经》是唐皇室珍藏的道教
经书，无论其经书价值还是其
书法价值自然贵重，书写者虽
未留下名姓，但一定是当时的
一流高手。

靳尚谊：
中国画会越来越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画画的年
轻人比你们当年更要直接面对生存
危机。

靳尚谊：对，现在 ( 的画者 ) 要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那时候没有艺
术市场，因此国家要你的画你就非
常高兴，觉得很重要了。有工作，
又有稿费收入，人做得很踏实、很
实在。现在大家都追求利益，很浮躁，
学术不扎实，超越实际。而现在中
国的艺术市场并不发达。所以现在
靠卖画为生是很困难的。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中国油画
的水平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

靳尚谊：现在的油画作为一个
画种来说 ( 在国际上 ) 已经不是很重
要了。因为照相、电脑设计很发达。
西方的油画发展已经到了极至，很
难往前走了。所以他们现在前沿的
艺术不再是画，而是搞装置和观念
艺术，成了 ( 搞 ) 活动。中国的油画
现在还是上升的状态。但中国的发
展太快，油画进入中国也就 100 年
的时间。西方这个画种从出现到成
熟用了 500 年时间。因此它是夹生
饭，距离成熟还有相当的距离。

中国新闻周刊：学油画一定要
在学校里才能学成吗 ?

靳尚谊：对啊，学油画不搞学
院是画不好的，只有学校有这样的
条件。老师对油画有研究，各种条
件都具备，在这里可以知道怎么学。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学画油画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但您却建议他
们去学国画 ?

靳尚谊：我常跟学生说，我画
油画，越画越觉得油画罗嗦，没意
思。中国画太棒了，很简洁，表现
力强，看起来心情舒服、清新。中
国画现在极其重要，以后会越来越
重要，但现在年轻人不喜欢，认识
不到中国画的重要性。油画的工具
有很多局限性，这是画种的问题。
油画追求的是真实，在某种程度上
是可以被照相代替的一个画种，而
中国画是代替不了的。现在年轻人
不懂，认为西方画好，这不是好现象，
说明人的审美素养在下降。

中国新闻周刊：为何说他们的
素质在下降 ?

靳尚谊：现在的学生连提问题
都提不好。比如专业的问题，提得
非常幼稚。不了解情况，对道听途
说的东西不做任何的学习研究，然
后把自己听到的当作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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