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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厚重的的文化，《墨言洛
阳》还在艺术表现与创作规模上开
历史先河，独领全国，让“诗书画印”
交相辉映。

自2014年《墨言洛阳》(甲午册)
发行伊始，洛阳博物馆就为《墨言洛
阳》开辟出独立展区，永久陈列、馆
藏《墨言洛阳》系列真迹。据统计，
每年至少有 20 万名游客通过陈
列在洛阳博物馆内的《墨言洛阳》
了解洛阳的历史文化，《墨言洛阳》
已成为洛阳对外展示风采的一张

“文化旅游名片”。
“《墨言洛阳》用水墨丹青说话，

用现代的语言讲述河洛的故事，这
样的作品称为鸿篇巨制一点儿也不
为过，将来一定能流传后世。”金煜
表示，像此类表现河洛文化、历史人
物、山川地貌等且由洛阳当代书画
名家创作的作品，特别值得心系河
洛、心系华夏文明起源地的人关注
与收藏。

自 2014年《墨言洛阳》（甲午
册）开始创作，三年来，《墨言洛阳》
从未停止创新的脚步，日前发布的
第三集《墨言洛阳》（丙申册）更是经
历了一次“诗书画印”的全面改版，
艺术形式与内容都日臻完善。

“与别人的对战虽然胜出，但我
们还要不断挑战自己！”《墨言洛阳》
项目负责人表示，发出挑战，是希望
集大家的智慧，让《墨言洛阳》更加
完美，挑战胜出后，将继续努力传播
洛阳文化，肩负历史责任。

今年7月3日，大型历史题材
书画真迹册页《墨言洛阳》第三集
（丙申册）发布，再引全国目光。

随着《墨言洛阳》获得“洛阳文
化旅游名片”等一系列称号，其
又得到了一批业界顶尖专家学
者的认可与推崇，《墨言洛阳》
站上了新的历史舞台，《墨言洛
阳》编纂创作组委会顺势就创
作规模与文化模式向全国书画界
发出挑战。

挑战发出后，来自山东、广西、
北京、浙江、陕西等地的书画爱好
者纷纷携珍藏藏品来洛挑战《墨言
洛阳》。此次挑战过程中，中国文
学会收藏鉴定委员会委员金煜等
一批专家学者，为有资格参与挑战
的30余件书画作品进行了鉴定预
评估。

据了解，在本次《墨言洛阳》接
受挑战的“系列历史文化主题”“诗
书画印”“全原创”“全真迹”四个方
面，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件藏品，
无一可与《墨言洛阳》匹敌。

全国数十件藏品，
无一可与
《墨言洛阳》匹敌

为何在面对全国书画收藏界挑
战之时，《墨言洛阳》能够轻松胜出？

这是因为，大型历史题材书画
真迹册页《墨言洛阳》，由目前洛阳
本土一线书画名家及部分外地特邀
名家联合执笔创作，通过梳理收录
河洛地域文化遗址、历史人物、文化
现象、山川地貌等，精选132个历史
文化典故作为创作主题，为现代和
后人创作了一部严谨、生动、权威，
艺术性和传承性俱佳的书画版“洛
阳文化宝典”。200多位文化名家
呕心沥血，12年必将铸就洛阳文化
的巅峰之作。

二里头遗址，万姓归宗；天子驾

六，礼仪初成；周公营洛，制礼作乐；
老子著《道德经》，孔子入周问礼，
儒道文化奠基根兴；地动仪、浑天
仪的发明，把人类送入宇宙的思考；
蔡伦改进造纸术，为知识插上飞翔
的翅膀……

据悉，从《墨言洛阳》（甲午册）
（2014年）到（乙巳册）（2025年），将
历时12年，精创十二年集（每集60
册），132组精创作品，为洛阳永存壮
丽的文化记忆。

“非批量生产、经过潜心创作、
富有创意、注入灵魂的作品，非常值
得大家喜爱与收藏。”中国文学会收
藏鉴定委员会委员金煜称。

以132个历史文化典故为主题，《墨言洛阳》文化底蕴厚重

创作规模开先河，《墨言洛阳》独领全国

□记者 杨凤轩 文/图

昨日，《墨言洛阳》
编纂创作组委会宣布

《墨言洛阳》接受挑战时
间正式截止。今年 7 月
3日，大型历史题材书画
真迹册页《墨言洛阳》第
三集（丙申册）发布，《墨
言洛阳》编纂创作组委
会，就创作规模与文化
模式向全国书画界发出
挑战，在一个多月的时
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
书画爱好者携30余件藏
品挑战《墨言洛阳》，无
一胜出。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携藏品挑战《墨言洛阳》，
无一胜出，《墨言洛阳》的文化地位难以被撼动

一本书画册，半部洛阳史

谈书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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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汴梁晚报》

在中国书法史上，明末清
初的书画家王铎是一个特殊的
人物。王铎的书法特立独行，
屡屡有佳作问世，将奇异与多
变在作品中精妙地呈现出来。

王铎的碑帖中，晋代的高
古、唐宋的挺秀似乎都有一些，
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笔触里始
终流露着一种沧桑与忧戚。

王铎一生极重古典，可谓
古风浩荡。他特别强调“宗
晋”，认为“书未宗晋，终入野
道”。他始终坚持一种学习方
法，即“一日临书一日应索
请”，从而让艺术创作与古典
保持不间断的交流。他眷恋
古典的法度与美感，但在临帖
与创作时又常常取意，以至于
人们看他的作品时，能深切感
受到那种视觉的冲击和多变的
颤音。在书法诸体中，王铎的
行草作品传世极多，影响力也
极大。他的行草深得《集王圣
教序》和米芾作品的精髓，形式
独特，意味隽永，曾有“胜过二
王”之美誉，在中国书法史上占
有相当高的地位。

有意思的是，看王铎的行
草，经常让人们想起《聊斋志
异》那本书。像蒲松龄那样的
人，对人间万物的理解是含有
隐喻的。王铎的行草也是这
样，他借助空幻的线条与水墨
的浓淡表达思想，在平淡中能
写出人人心中虽有笔下却无的
东西，这是特别不容易做到
的。比如他早期的作品，行笔
刚毅，点画重似千钧，反映出他
内心深处的一种追求。到了中
年以后，其书法风格元气大伤，
本来丰富的人生似乎变得没
有意义了，他的线条、笔法、
气韵经常细若游丝。当然，
这些风格的变化丝毫不影响
他的高人之处，恰恰相反，有
时，书法的神来之笔正是产生
于此。

王铎书法的
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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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言洛阳》（丙申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