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奥之美
在北京冬奥倒计时10天时，央视新闻频

道播出的宣传片用的正是王绪远为北京冬奥

泼墨挥毫的镜头。

这一组名为“冬 ·十五”的作品，以汉字

“冬”为基础，通过不同的形态和组合，分别展

现了冬奥会十五个运动分项，从短道速滑到

花样滑冰，从冬季两项到高山滑雪，冰上飞

舞、雪山腾跃，俯冲直下、穿云而过的瞬间，不

仅形态栩栩如生，更展示出了冬雪磅礴的气

势。在创作者王绪远看来，这是水墨书画与

冰雪运动在行笔间奇妙的交融，也是抽象艺

术与具象运动在笔墨中的交织碰撞，更是他

对冬奥建筑之美的融合表达和人文奥运的开

创探索。

说起创作灵感，王绪远感叹中国汉字的

神奇魅力。经过对冬季项目的研究与实践，

他决定用“冬”字来创作“冬 ·十五”这个作品

系列。他也因此研究起了汉字“冬”的历代书

体与名家书法，“同一个汉字‘冬’，我梳理研

究了近百种‘冬’字的书法，通过研究去感悟

书法名家们对于线条、结构之美与情感的表

现，然后再用汉书的形式表达出来。”

创作总会遇到难点。“冬 ·十五”的难，就

在于要在抽象与具象之间找到美的平衡，去

表现东方审美的意境。“研究‘冬’字的书法，

是一种抽象的表达，而运动员的比赛又是无

数具象的画面组成。如何在这种动静之间找

到抽象与具象之间的平衡是最难的，但也是

水墨艺术精彩的地方。”“冬 ·十五”中，王绪远

用寥寥几笔，完美地表现出了运动员的速度

和力量，在用东方的审美表现潇洒的瞬间，也

让观者沉浸于水墨意境之中。

双奥之情
“冬 ·十五”也涵盖了王绪远的“青花瓷”

系列。进行冬奥艺术创作时，他大胆地使用

了中国国粹瓷器做载体。青花瓷在烧制前，

是白瓷黑料，这在王绪远看来，仿佛是在纸本

上作画，可以展现一种水墨意境，“我们一直

在寻求青花瓷的一些突破，改进原先的贴花

纹纸样式的传统，改良施釉的方法，去表现更

加洒脱的意境。”他发现让抽象的泼墨与运动

结合，就是他想要的感觉。经过反复烧制、添

色，最终将青花瓷与冬奥作品融为一体，纯蓝

的青花、洁白的冰雪，使冬奥的表现独具中国

意味。

王绪远的心中一直有着奥运情怀，这已

不是他第一次结缘奥运，他的奥运情结起于

十四年前。2008年，王绪远第一次尝试用汉

字来演绎建筑，他笔下的“巢”字，在写意画般

的书写中，既可让人隐约品味“巢”字的运笔

转承，又凸显了国家体育场鸟巢的结构框架，

在平面白纸上构建出椭圆形建筑的三维空

间，作品也被制作成大型纤维艺术作品，陈列

于北京奥运会国际新闻中心大厅。将书法艺

术和奥林匹克元素巧妙结合，不仅为中国现

代书法的创新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更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

2015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的消息再

次点燃了王绪远的奥运激情，在他看来，奥运

不仅是比赛，更是文化交流的载体，他一直想

着再次创作奥运作品，希望通过他的汉书水

墨艺术，将奥运与艺术连接，让大家在艺术的

视觉中感受运动之美。“运动员坚韧不拔的精

神，鼓舞着每一代人，像女排精神，像最近短

道速滑获得团体冠军。接下来，我希望在创

作中去表达运动员们拼搏与永不放弃的精

神，激励我们年轻一代勇往直前不畏艰险。”

王绪远说。

书画之源
王绪远的汉书创作，始于北京奥运，浓厚

的双奥情缘激发了他对汉书艺术多维的开拓

创新。

王绪远出身书法世家，书法功底扎实。

他的水墨艺术以汉书为核心载体，一方面源

于对汉字、书法与绘画溯源性的思考：书画同

源是中国历久弥新的艺术理论，但如今的年

轻一代，早已脱离毛笔这一书写工具。互联

网时代，书法艺术与汉字文化受到现代科技

的冲击越来越大。海外游学的经历给了他不

少启示：书法与汉字之美是具有人类共性的，

他要寻找一种表现形式，以此来架起东西方

艺术交流的桥梁。“汉字由象形而来，千年来

演变出多种书体，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审

美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汉字由具象演变

到抽象，在两者之间有着无穷的可能，这种可

能为我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无数灵感。”于是王

绪远将汉字、书法、绘画融为一体，探索出以

传统为魂、以现代为姿的水墨书画艺术，将其

概括为：集墨 ·极墨——集汉字、书画水墨，求

极致水墨艺术。

2010年，王绪远举办世博系列个展，并参

与世博公众馆院长论坛“汉书秀”展示，作品获

“迎世博纪念品全球华人设计大奖赛”一等

奖。在这批世博汉书作品中，他最花心思的还

是汉书中国馆的创作。怎么把中国建筑本身

具有的结构和建筑语言提炼出来折射到汉书

“中”字？一个四平八稳的“中”字怎么才能生

动而又有大国风范？这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

挑战。而最终，中国馆的汉书“中”字得到了交

口赞赏，普遍认为更具有中国的内涵。

书画本同源，一直以来，王绪远都希望通

过书法特征、运动特征和视觉图形的融合，在

气、境、意、韵探索一种“国际语汇”，将汉字、

陶瓷、青花这些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与冬奥

会这个现代主题实现了完美融合。“国际性的

大赛、中国化的表达，不仅让国人一眼看出精

妙，更让外国友人感叹中华艺术的精妙绝

伦。”王绪远说，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奥林匹

克精神将沉潜于他的文化血脉中，他也将以

一种韧性的执着，探究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中

华艺术的未来发展，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中

华艺术的美轮美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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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歌

汉字，横直撇捺自有意蕴；奥运，挑战极限团结奋进。当中华古典文化
遇到世界现代体育，当中国“汉书”遇上魅力冰雪，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一笔水墨分浓淡，奥运冰雪气万千，随着纸上笔墨的舞动，汉书艺术家王绪
远以雪山和赛道之形挥就出“2022”和15个不同的“冬”字，精彩地演绎出
了北京冬奥会的15个运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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