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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书画

鉴赏名画
新人书坛

在艺术绘画中，总有一些作品
能够穿越时空，将我们带回那个遥
远而又亲切的时代。明代画家李士
达的《岁朝村庆图》便是这样一幅
充满生活气息与民俗风情的佳
作。这幅纸本设色画，纵 132.9 厘
米、横 64 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
博物院，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生动
的场景，展现了晚明时期农村过
年的热闹景象。

李士达在创作此画时，笔法流
畅娴熟，画法严谨。所画人物线条
流畅，轮廓浑圆，造型极富特色。所
画树木略带变形，带有一定的装饰
意味。画面呈长方形构图，上不留
天，下不留空。人物虽小，但都是画
中的主题。无论是山水、松柏、屋
宇，还是板桥、坡石等，都表现得踏
实、浑厚、果断。此画体现了李士达
独特的绘画追求和风格。他提出

“山水有五美：苍也，逸也，奇也，圆
也，韵也；山水有五恶：懒也，板也，
刻也，生也，痴也。”并在创作实践
中身体力行。《岁朝村庆图》正是他
推崇“五美”绘画理论的具体体现。

“岁朝”即农历正月初一，古时
的新年。在这幅画中，李士达以精
湛的技艺，将乡村新年的喜庆氛围
描绘得淋漓尽致。画面以山水为背
景，水村山郭、松屋柳溪、坡石堤
岸、鸡鸭杂豚，构成了一幅幅生动
的乡村画卷。而在这如诗如画的背
景中，诸多人物穿梭其间，他们或
拜年访友，或燃放爆竹，或聚在室
内赏画，或敲锣打鼓，热闹非凡。

在这幅画中，我最被那些生动

的人物所吸引。他们虽小，却是画
中的主题。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
无论老少，身姿各异，神态生动，充
满了动感。尤其是那些孩童，他们
放鞭炮、敲锣打鼓，洋溢着无忧无
虑的欢乐。而那些长者，则或访友
宴饮，或品茗赏画，享受着新年的
宁静与喜悦。这些场景不仅让我感
受到古代农村过年的热闹与喜庆，
更让我体会到那份淳朴与真挚的
人情味。

李士达以他独特的艺术视角
和深厚的绘画功底，将古代农村过
年的景象定格在了这幅画上。他笔
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处场景，都
仿佛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故事。而
我，则通过这些画面，仿佛穿越时
空，回到了那个充满欢乐与祥和的
年代。通过这幅画，我看到了古代
农村过新年的种种习俗。比如，有
的人家会在室内挂上钟馗画像，以
驱邪避祟；有的人家则会燃放爆
竹，以庆祝新年的到来；还有的人
家会聚在一起，品尝美食，共赏书
画，享受天伦之乐。这些习俗虽然
在现代社会已经逐渐淡化，但它们
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人情味，却仍
然值得我们去传承和发扬。

此外，这幅画还让我感受到了
李士达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洞察和
独特表达。他通过描绘乡村新年的
热闹景象，不仅展现了那个时代人
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更表达
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
种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热爱，使得
他的画作充满了生命力和感染力。

民国藏家赵汝珍先生在所著
《古玩指南》一书中介绍了古书画
赝品的简便识别法，现介绍给大
家，仅供参考学习。

先说鉴别古书法作品。鉴别古
书法，当先观其书法的结构、用笔、
精神和照应，次观人为还是天巧、
真率还是做作，然后考证其作品的
古今、相传和来历等，再辨别它的
收藏、印色、纸色和绢素。凡其书法
仅有结构而无锋芒者，摹本也；有
笔意而无位置者，临本也；笔势不
连续，犹如算盘珠者，集书也。假若
它是采用双勾法描摹的书法作品，
通篇作品无精彩、精气之处的，一
看就是赝品。从古书法的墨色上亦
能分辨真伪，古书法的墨色无论燥
润、肥瘦，俱透入纸，而伪作赝品则
墨气浮而不实，古画亦是这样。

再说鉴别古画的方法。古人物
画要观其顾盼语言，花卉果品要观
其迎风带露，飞禽走兽要观其精神
逼真。山水画要观其山水林泉清闲
幽旷，屋庐深邃，桥约往来，石老而
润，水淡而明，泉流洒落，云烟出
没，野径迂回，松偃龙陀，竹藏风
雨，山脚入水澄清；水源来脉分晓，

这样的画即使不知出自何人之笔，
亦为妙手佳作。若人物似尸似塑，
花果类瓶中所插，飞禽走兽只取其
皮毛，山水林泉布置迫塞，楼台模
糊错杂，桥约强作断形，境无夷险，
路无出入，石无立体之效果，树无
前后左右仰俯之枝。或高大不称，
或远近不分，或浓淡失宜，点染没
有法度，或山脚浮水面，水源无来
路。用此种眼光去辨别古书画，一
般不大会走眼。

此外，从古书画的绢纸上也能
分辨真假，唐代的绢粗而厚，有独
梭，绢阔四尺。五代绢粗如布。元代
和宋代的绢，等第稍失匀净。有一
种浙江嘉兴宓家所制的“宓家绢”，
其绢细而匀净厚密，盛子昭、王若
水等古代书画名家多用这种绢作
画。古绢由于历经年代久远，它的
基本丝绢性已经消失，同时经过装
裱后，无复坚韧，用指在丝绢上微
微拖过，则绢如灰堆般起纵，闻之
有古香，若古绢有碎纹，则裂纹横
直，皆随轴势作鱼口形，且丝不毛，
伪作则反之。旧纸，色淡而匀，表旧
里新，薄者不裂，厚者易碎，否则都
为伪作。

古代书画赝品简便鉴别法
☉阎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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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楷聪是闽南师范大学 2024
年新任的书法老师，主教本科生。
教学相长，学生的反馈时常会给他
新的启发。

怎么解决学生书法临习中遇到
的问题？用什么方法让学生更好地理

解？打磨课堂之余，郑楷聪发现比起
创作，教学的要求更高：“表达是门学
问，一些东西个人领悟到了，但不一
定讲得清楚、讲得明白。”

不过，相比书法教学，郑楷聪此
前基调更多是个人创作。来自广东潮
汕的这位“眼镜小哥哥”，19 岁考入
福建师范大学，23
岁跨考上岸南京艺
术学院，师从金丹教
授，于美术学院继续
深造。当还是本科生
的郑楷聪，21 岁就
参加了中国书协主
办的第十二届书法
篆刻展。同年 12 月
入选中国书协、中国
文联在浙江绍兴主
办的第五届中国书
坛 兰 亭 雅 集 42 人
展，他是 42 人中最
年轻的一位。

近日，记者采访
了郑楷聪，聆听他对
书法的热忱与洞见。

早慧·求学

笔下既能展现
魏晋小楷的古朴宽
博，又能诠释赵松雪
小楷之灵动温润，更
兼有文徵明小楷的恬淡颖秀，郑楷聪
以楷书、行书见长，尤擅小字。

郑楷聪小楷以羲献、衡山为宗，
小行书浸润二王之外，又旁涉宋四
家，结体雅正，法度谨严。金丹教授这
样评价高徒：“楷聪善于择笔寻笺，所
作书古意盎然，一如旧帖，这在‘90
后’中十分难得。”

郑楷聪从小学起接触书法。起
因他已记不清，学习是自然而然发
生的。“可能是学校老师夸我硬笔
字写得不错，一下子就起了劲。我
家中并无长辈涉猎书法，印象比较
深的是父亲年少时条件有限，没读
几年书，但通过自学识得很多字，
平时能熟练运用五笔打字。”郑楷
聪回忆说。

小学三年级，郑楷聪开始摸索
着自学毛笔字。偶然被学校挑去镇
上参加书法比赛，居然得了一等
奖。在郑楷聪的记忆里，这可算是
他年少时一项重大荣誉。直到两年
后，有机会跟当地的书法老师系统
练习书法，他才意识到自己“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初中练习的时间还较多，高
中升学紧张，一度荒废，直到进入
大学才又重拾书法。”郑楷聪说。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
2019 年暑期，大三的郑楷聪参加了
中国书协主办的第十二届书法篆刻
展。这是他首次入国展。同年，郑楷聪
加入中国书协。每与朋友聊到这段经
历，郑楷聪感叹梦想还是要勇敢去
追，之前投过的大大小小不下 30 个

展，无一例外均落选。此次“突破”让
郑楷聪更自信——其间，既磨手头功
夫，也磨心境，“经过磨砺，我的心态
已趋向平和，无论什么结果都能坦然
接受”。

郑楷聪本科读工科，因为兴趣
和底气，他跨专业考研并考取书法
研究生。可以肯定的是，在南京艺
术学院求学的三年，对郑楷聪极其
重要。他充分利用这段宝贵时光，
静心钻研，潜心创作，取得质的提
升。“江苏书法氛围挺好的，人才很
多，对‘90 后’青年书家，更是大力
推介。”郑楷聪说，耳濡目染之中，
他汲取了许多养分。导师金丹以及
江苏的很多老师都对郑楷聪产生
了正向影响：无论是治学态度还是
创作实践，都促使他不断思考，寻找
更好的自己。

磨砺·耕耘

郑楷聪入门书体是楷书，写唐代
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在之后的
学习中，对其他书体多有涉猎，目前
以楷书和行书为主。“早期练习的量
还是要大，效率也要高。认知指导实
践，突破才有法可循。”

一路走来，郑楷聪认为遇到的较
大的挑战还是如何突破。“明确自身
存在的问题后，大多时候需要回炉重
造，这是个打破与重建的过程，其间
痛苦难以言说。”起初写得不满意，
他就一个字一个字检查、调整，一件
小作品重复写上四五十遍，是常事。

“越深入，越觉得自
己差劲，根本不敢懈
怠。”

学书之路是寂寞
的，从“平正”到“奇
险”，再由“险绝”到

“平正”，很多肌肉记
忆都是靠坐冷板凳换
取的。五体之中，静态
的字体相对枯燥一
些，人是感性动物，吃
五谷杂粮也有百样性
情。郑楷聪的心态有
起伏不定的时候，但
写字激情不曾减退。

“写字进入一个安静
的状态，是极其享受
的，即使在对标古人
中完败，也无妨。”

前两年，他一度
沉迷苏东坡，心性契
合，字写起来也顺手。
2022 年，郑楷聪创作
了多件苏东坡风格的
作品。“一点成一字之

规，一字乃终篇之准。”其书法创作既
有掌控作品整体感觉的能力，也少不
了对局部细致入微的刻画。作品的整
体局部相辅相成，黑白虚实间蕴含独
特魅力。

多次掌声，数次荣誉，郑楷聪很
冷静地对待这些嘉奖。对个人的书法
风格，他有自己的看法：“此阶段不
敢妄谈风格，只能说稍有一点自己
的气质。以前很多的观念被推翻后，
字由起初的东倒西歪，渐渐变得平
正。回头看去，书法还是要自然平
和，张牙舞爪显然不可取，‘躁’与

‘俗’需要破除。”
最近的书写没了以往生磨硬啃

的激情，郑楷聪说一件作品一般只写
一到两遍，再写反而越写越差：“写不
好是正常的，不必纠结。”怀着这种心
境，下一步他仍将在创作中贯彻自然
书写、用心书写的理念。在郑楷聪看
来，无需介怀可能的失败。坚信过去
所得经验领悟还是对的，其余便交由
时间打磨。

“我们年轻一辈，在这个年龄，还
是只能依托古人，别无他法。”郑楷聪
说书艺是漫长的，需慢慢磨——磨去
笔触间的锋芒，磨平书写的心态，长
此以往方为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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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中的郑楷聪

仙
集
仙
集
··
山
亭
联

山
亭
联

李
士
达

李
士
达
《《
岁
朝
村
庆
图

岁
朝
村
庆
图
》》

神
遇
神
遇

李太白诗三首李太白诗三首小楷节兰亭序小楷节兰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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