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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8年6月5日，著名书
法家郭子绪先生去逝，为缅怀郭子绪先
生为书法事业、书法教育事业的发展所
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弘扬其艺术精神、
学术思想及艺术实践，本报将陆续刊发
系列纪念文章，以悼念这位当代杰出的
艺术家。

下面几篇文章分别是辽宁画院、鲁
迅美术学院的徐萍，吴云华，赵宝平先
生在2018年6月 16日北京中国国家
画院举办的郭子绪先生追思会上的发
言和白云深女士撰写的评述文章。部
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郭子绪（1940—2018），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
究院研究员，中国书协评审委员，辽宁画院研究员，鲁迅美术学
院客座教授，历任第五、六、七届政协辽宁省委员会委员，辽宁
书协副主席。

郭子绪先生因病于2018年6月5日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郭子绪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书法与绘画艺术，几十年倾注

于书法绘画的笔情墨意，从继承传统到创新当代，都有自己独
特的领悟和卓有成效的艺术实践。他把艺术探索与创作视为
自己的生存方式，他的艺术作品具有真实的普世价值和引领当
下的时代意义。

1989年，郭子绪先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书法展，在书
法界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书法界的一面旗帜。从那时起，他的
艺术成为书法界的标志性符号。

郭子绪先生是一位严谨而深刻的艺术家。他的严谨体现
在追求艺术每一个细枝末节的完美，他的深刻表现在对艺术形
式多方位的兴趣与成功。在他眼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郭子绪的创作图像是深沉的，深沉到有些孤独，有些沉
重。这种沉重和孤独是他对哲学和美学的冷峻思索，是他內心
丰富与执著的文化返观。这是艺术大师脚下的必经之路，郭子
绪在这条路上他付出了更多的汗水和心血，经历了更多的艰辛
与考验。无论顺境逆境，他都恪守初衷，一往无前。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优秀艺术家优良品质，这是中国经典文化得以
传承的必要条件。

郭子绪先生是一位谦逊纯朴、可亲可近的艺术家。他出生
在辽宁一个美丽的小山村，无论走到那里，故乡都在他的心里，
他一生都满怀着对故乡的浓浓深情。

郭子绪先生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的艺术家。
先生一生出版的艺术作品集如《郭子绪书法选》、《郭子绪书法
国画作品集》等几十部书刊，所选作品都是经过先生认真挑选
的，特別是《书法创作论》一书，历经二十年的反复推敲琢磨，不
断的实践验证，最终成稿出版。先生的另一本理论著作《卧溪
随笔》，从2012便开始整理，是先生一生研究书画的终极成果，
几年来多次改稿，在病重期间仍然为书的编改及出版发行呕心
沥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郭子绪先生成为艺术大家，为艺术生，为艺术死，一生的奉
献感人至深，无愧于后人之楷模。

（白云深 书法家，文化学者。曾为《风起九畹》撰写郭子绪
年表和评论文章《素心昭月 悟道生命》。郭子绪先生遗作《卧
溪随笔》，特邀编辑）

我和子绪先生有几十年的交往。自从
辽宁画院成立以后一直生活工作在一起，他
的一生命运多舛，经历坎坷而丰富，他是农
村长大的孩子，曾当过矿工、电工，后又进美
术学院学习，后来任教授，成为书画家。退
休后到北京被聘为艺术研究院的老师和研
究员，人生历程的磨炼与感悟，对他艺德品
格和书风形成是紧密相连的。

他不苟言笑，信念坚定，执著追求，勤奋
耕耘，自辟蹊径，其书风幽古高洁，天真自
然，胸中发浩荡之思，腕底生奇逸之趣。他
国学功底深厚，亦通金石之学，多有书论画
理著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书界新时潮，新
书风的引领先锋。

记得有一次，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钢
琴家鲍蕙荞到辽宁访问，参观画院，见郭子
绪老师在狭小的画室里坚持艺术创作，两位
艺术家很受感动。子绪先生胸次高旷，心灵
美善豁达。我们从他书法跌宕跳跃的风姿、
骏快飞扬的神气中看到他对“自由精神”一
以贯之的追求。他是辽宁九畹之一，是辽宁

老书法家沈延毅、霍安荣、杨仁恺等之后成
长起来的，是位有特色的书法家。所以他是
中国书法向现代转化当中的一位非常重要
的书法家，我们应该很好的研究他。

他心里一直有绘画的情节，他开始是学
美术的，这种优势以书入画，以画融书，所以
他的书画别有韵至。现在他的书法作品越
来越受到广大书法爱好者的青睐，业内专家
对他的书风，学术上的探索成就给予了充分
的肯定。

“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他的传统底子
很厚，在学习传统的同时又不拘泥于古人，
又不满足于古人，学习古人时要想到自己是
当今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的人如何理解传承
古代宝贵文化精神。

子绪先生有着深厚中华文化传统基础，
他的书法准确地掌握了传统与探索、继承与
创新的分寸与角度。子绪为我们做出了很
好的范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吴云华 辽宁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辽
宁画院副院长、辽宁省政协委员）

与郭先生相识至今已有 30多年了，在我心中记忆最深刻
的是在 1988年，我已研究生毕业留校在鲁美任教，当时，郭先
生约我参与由刘正成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的辞
条撰写工作，郭先生是编委，负责东北地区的书评撰稿及组织
工作，这也是我通过先生参加了这项工作。那段时间与郭先生
接触比较多，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认知
有独到见的，影响并加深了我对历史上诸多书家的了解与学
习，结下了难忘的师生情。1998年，时任鲁迅美术学院院长韦
尔申先生向郭先生颁发了鲁迅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聘书，从此，
郭先生与鲁迅美术学院也结下了情缘。当时，先生的书法在全
国已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是一位在中国书坛具有代表性的
书法大家。他的书法艺术对中国书法教学与创作产生了积极
而深远的影响。今天，对郭先生书法艺术研究评论的文章，尤
其是在他过世之后，关于对他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定位，有着不
同的审视与判断，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历
史终将会给予客观而真实的评价。

从中国高等艺术院校书法艺术教学方面来看，郭先生的艺
术思想有很多值得深入挖掘与研究的地方，他的书法艺术与中
国传统文化谱系一脉相承，且相向而行。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认
知与了悟，在书法艺术创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身心荡然涵融
于至真境遇而湛然于生命艺术创造中，实为真性情，有着很高
的可鉴价值与启示意义。

今天对郭先生作品的理论研究，更多地是在作品表象层面
的外在形式的认识与体察，很多艺术的本质价值体现已言过失
真了。先生创造“美与妙”的魅力，蕴藏在形式表象背后的“玄
机”与“妙理”之中，或可说是存于一种“不可知”的审美场域中，
这种“不可知”支撑并点燃了他作品生发出的生命活力，创造并
传导给观者更多的审美想象空间。创造者是这样一种“内省”、

“内视”的生命体验过程，同样，观者游于艺中亦如是。先生的
书法艺术创造不是始于“造奇”设计的，而是直觉使然的“一念”
真性情的独诣创造，其作品展现了神遇迹化的“奇势”、“奇趣”
和“奇韵”。随其任情恣性，似天马行空、游目驰怀而朗达暗合
天成之理，诚然美与妙合，合其“艺”，合其“道”，书止而意境幽
远，了无被物所役而超然快慰之感，可谓艺术大家。

郭先生是书画兼善的大家,他的艺术不仅来源于书法本身
传统对他的滋养，也来自于中国传统绘画对他的润养，这影响
了他对书画艺术的提升以及审美领域的拓展。

他说：“如果我们忽略了对中国书法演变发展史中一些能
够成就‘书画合一’的智者研究，那么，对书法艺术本质的把握，
尤其是在审美层面，就缺少了创造与艺术发展空间的拓展。正
是由于一些书画兼善大家的出现，拓宽了中国书画艺术发展的
路径和轨迹。”此语，对今人更好地审视传统、把握传统与指导
当下艺术实践，可谓真知灼见。

（赵宝平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学院院长）

艺术的歌者

书画合一 意境幽远
□赵宝平

回忆子绪先生

幽古高洁 天真自然□白云深 □吴云华

□徐萍

郭老师当代书坛，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两
代人，他丰富了当代书坛的面貌。他 1989
年在中国美术馆的个展引起了轰动，至今仍
鲜活地存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他的作品表现
出来的审美取向和他当时达到的技术和艺
术水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改革开
放之初文艺的春天，那个时期整个社会充满
了蓬勃、清新、探索、求变的思潮，激动和鼓
舞着艺术家们上下求索、创新。

更难能可贵的是，近三十年，郭老师从
未放缓求索的脚步，他参展的作品让我们看
到他近年的成绩，特别是近十年来，他在把
书法创作与中国山水画、花鸟画相借鉴融
合，都是有待我们研究的课题。对此，我粗
浅地体悟是：一方面，他是在圆他青年时代
喜欢绘画的梦，当然这既需要勇气更需要功
力；若从研究一位老艺术家的艺术理想、艺
术信念方面思考，他是在生命步入老境之时
仍壮心不已，追求中国传统文人诗、书、画俱
臻，物我圆融的境界（郭老师有诗存世的）。
郭老师 2005 年、2006 年送展我院迎春画展
的都是山水、花鸟画新作。2007年，我院建
院 25 周年晋京展，送展的书法和山水花鸟
画各半，都是他退休后的新作。

郭老师对自己的艺术要求一贯是严肃
的、严格的，参展作品是他严格选择的。即
便是参加公益活动、赈灾捐献、给院里交义
务画的作品也不敷衍，都不用差纸，写好，叠
得板板正正交给院里。退休以后也这样，提
前寄到院里。在

在改革开放之初，郭老师书法创作的审
美追求是超前的。为此，他承受了压力和孤
寂。压力不仅仅来自外界，更多的来自内
心，来自对自己选择的自信。

在画室的桌案、书架、床头、椅子、地面
上，都是字帖，书法集子，大画册，儒、释、道
家书籍，国外美术史书籍和画册。他对道
家、禅宗、《周易》等有深入研读。他好静，话

不多；边卷烟边想事，慢慢地；可一拿笔写字
全神贯注。看他的书法作品似看画，有布局
美，构图美；看他的画，又满是书法的线条和
结构。

他没有过平静的晚年生活。青少年时
期求学的不易，生存的艰辛，让他格外珍惜
时间。在郭老师身上，刚与柔、得与失、取与
舍、严肃与宽和都强烈地对比却又融合着，
非常有趣。

他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他喜欢音乐；
喜欢中、西绘画（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的
画室里挂着他自己画的三幅小油画）；喜欢
好书；喜欢养花，都是很好的品种；他喜欢
烟、酒、茶；喜欢好的笔、纸、墨；喜欢品质好
的文具。他喜欢听小孩子唱歌，喜欢看孩子
们的图画。

他画室整洁，整洁到你不能随意拿放他
的书；他大画案子整洁，一刀刀宣纸码放整
齐；掉了烟灰马上用手搂起来，不能弄脏案
子。他说话慢条斯理，但常常一两句话就切
中要害！他是位很纯粹的艺术家。是当今
一位怀有赤子之心的文人！

应当说，辽宁画院的艺术家们是认识到
郭老师的成绩和贡献的。由于郭老师退休
后没在辽宁生活，他的有些艺术活动我们不
够了解，社会上的印象也多停留在 1989 年
北京展的面貌上。所以，非常有必要能举办
一次郭老师综合性的展览，全面展示郭老师
近年来的人书俱老的创作，包括他的出版成
果。

今年春节前，郭老师给他的一位学生写
了“半厨香供茶烟静，一池荷翠心魂清”的对
联。嘱学生：“你留着吧。”刚强一辈子的郭
老师似已知道了自己的归处。他平静地安
排好了自己，“不打扰学生和朋友们。”这是
他的风格！

（徐萍 辽宁画院研究员、原书记兼常务
副院长）

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2015年作）

雪窦智鉴诗（2014年作）

郭子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