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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言的發展歷史和類型上說，中國
漢語屬於漢藏語系，在語法形態結構上屬
於孤立語，而歐洲大多數語言屬於印歐語
系，是屈折語。怎麼可以把適用於印歐語
系屈折語的研究方法強行套用在漢藏語系
的孤立語上？」《中國古代語言學簡史》
作者、四川師範大學教授李恕豪近日接受
專訪時表示，善於吸取外來文化優點是中
國傳統語言學特點之一，當前中國語言學
者應有選擇地學習借鑒國外語言學研究的
方法和成果，而不能把中國語言研究強行
納入「歐美模式」。

中西語言語法類型完全不同
李恕豪表示，世界上不同語言都有各自

鮮明的民族特徵，都有自己的結構，且每
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也不同，其研究
方法自然也應有所不同。「中西語言不僅
語法類型完全不同，在語音、詞彙、語義
上也有很大差別，因此其研究方法也應當
有所不同。」
但他也強調，每種語言都有其個性，也

有一定共性。例如，任何語言都是人類用
來交際和思維的、聲音和意義結合的符號
系統，任何語言都包括語音、詞彙、語
法、語義等方面。這種共性決定了不同語

言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相
互借鑒。
事實上，善於吸取外來優點正是中國傳

統語言學的特點。「當前中國語言學者應
有選擇地學習借鑒國外語言學研究的方法
成果，而不能把中國語言研究強行納入
『歐美模式』。」

中國古代語言研究成果欠宣傳
李恕豪憶述自己1978年在復旦大學中文

系攻讀碩士學位時，所見到的幾種西方人
寫的語言學史中，均以希臘、羅馬作為語
言研究的源頭。對於東方古代的語言研
究，一般會提到印度，有時也提到阿拉
伯，但基本上沒有中國。「中國古代語言
研究成果輝煌，即使放到世界語言學史上
也毫不遜色。我的導師濮之珍先生常說，
外國各類語言學史著作對中國古代語言的
研究很少提及，原因不在西方，而是我們
自己的研究、評介和宣傳不夠。」
他續說：「中國傳統語言學最早叫『小

學』，古代兒童進入小學首先學習文字，
《說文解字》說『《周禮》：八歲入小
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中國兩漢
時期產生訓詁學和文字學，出現了《爾
雅》、《方言》、《說文》、《釋名》等

一批語言文字方面的專著，標誌着傳統語
言學的正式建立。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五代
是中國音韻學建立和發展時期，語言研究
的重點也集中在音韻，發明了反切的註音
方法，發現了漢語中的四聲。宋明時期不
但有一批韻書問世，分析漢語發音原理和
發音方法的等韻學也蓬勃發展，代表近代
漢語語音的北音韻書，以及古文字學和古
音學出現在這一時期。而清代到五四運動
前，則是中國傳統語言學最輝煌的時期，

古音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都得到
了全面發展。 」
他稱，中國歷史悠久，每一個時代都會

產生很多新事物、新觀點、新概念，以及
新詞語，尤其在社會劇烈變化的時候，新
詞語更會大量湧現。經過幾千年的沉澱，
古人使用的許多詞語，今天已不再使用。
在語音方面，不少漢字的讀音與古時已全
然不同。四川的揚雄、李白、蘇軾如果來
到今天，也聽不懂現在的四川方言。有人

說用粵方言朗讀古詩詞會更有意境，這是
因為粵方言比其他方言保留了更多古音，
但今天的粵方言並非古代漢語的翻版。

中國語言學史曾受兩次外來影響
據李恕豪介紹，中國語言學史上受到兩

次大規模的外來影響。第一次是隨佛教傳
入而受到印度語言學影響，主要體現在音
韻學方面，但印度語法研究卻沒有對中國
語言學產生任何影響，因為印度古代的梵
語屬於印歐語系，從語法結構來講，也屬
於屈折語。
「第二次大規模的外來影響來自歐洲，

五四運動將之分為兩個階段。明朝末年歐
洲傳教士來到中國，帶來西方科學技術之
外，還有西方文字拼音，用羅馬字母分析
漢字讀音，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著有
《西字奇跡》，法國人金尼閣著有《西儒
耳目資》。方以智的《通雅．切韻聲
原》、楊選杞的《聲韻同然集》、劉獻廷
的《新韻譜》都受到他們的影響。清末外
交官馬建忠依據西方拉丁語法，創作了中
國第一本語法學著作《馬氏文通》。中國
傳統語言學中成就最大的清代乾嘉學派，
在方法上也間接受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
影響。」 ●文、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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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見陳偉，內斂而敏感，不善言談的他更喜
歡將自己的情緒藉由繪畫來表達。從農村

走出來的陳偉，學畫之路坎坷而艱難，他直言
繪畫對農村孩子來說是尤為奢侈的，尤其是需
要大量金錢和時間的付出。好在父母一直支持
自己，也因此這20多年來，他一刻未曾鬆懈，
一頭扎進繪畫的世界裏，不斷顛覆自我，並試
圖突破傳統格局的束縛而傾力探索着。

幸遇恩師提攜 20餘作品入國展
1979年，陳偉出生於安徽省合肥市肥東縣的

一個小山村。兒時的他就喜歡畫畫，他會一邊
放牛，一邊用樹枝在地上塗鴉。臨摹年畫，繪
小人書，靠着對繪畫的興趣，陳偉從未停止描
繪他心中的天馬行空。直到22歲，陳偉才在哥
哥的推薦下，來到由安徽眾多書畫名家創辦的
黃山書畫院，開始系統學習畫畫。素描、書
法、中國畫，在那裏，陳偉如同一塊海綿一樣
瘋狂吸收着老師們教授的繪畫技法，他也第一
次學到了畫畫要如何用筆，怎麼布局。
跟班裏的其他同學不同，為了能專心學畫
畫，陳偉把工作辭了，由於沒了收入來源，他
租最便宜的房子，將生活成本壓到最低。沒錢
吃飯，他就從老家揹來大米，配着家裏做的醬
菜果腹。沒錢買畫紙，他就用筆蘸着水在水泥
地上畫，從最基礎的梅蘭竹菊開始，每天畫掉
一盆水，不斷精進自己的各種繪畫技法。
回看學畫之路，陳偉表示自己文化底蘊薄，
當時思想也不成熟，有幸遇到恩師王仁華，給
他在繪畫之路指明了方向。「王老師的繪畫理
念是崇尚世界的藝術，眼界開闊，他會教我學
習傳統但不要拘泥傳統。」王仁華很少評價陳
偉的繪畫技法，更多的是在繪畫境界上給他指
引。有了王仁華的點撥，加上陳偉的勤奮，自
2004年起，陳偉的繪畫作品便開始在業界嶄露
頭角。作品《灰色劇情》獲得由中國美協主辦
的全國第九屆工筆畫大展優秀獎、最高獎，包
括中國畫作品《三月荒涼》、《十三月》等20
多幅作品相繼入選各大全國性畫展，多幅作品

獲最高獎，他的繪畫創作也一
發不可收拾。

畫風「結殼」尚早 意在人性探索
2017年前後，正當外界看來陳偉的繪畫之路

走得順風順水之時，他卻停了下來。「之前可
能是無知者無畏，學的越多對繪畫藝術就越發
敬畏。」陳偉發現，簡單的「符號風格」只是
所謂的新潮，成不了經典，自己原有的繪畫方
式已無法滿足內心情感的釋放，他開始了一輪
又一輪新的繪畫方式的嘗試。「這個過程是極
其痛苦的，需要不斷將自己原有的繪畫風格打
破再重塑，再打破再重塑，不斷重複。」陳偉
看到太多畫家被技法所困，於是他嘗試將自己
的繪畫技法歸零，並學着打破規則，嘗試體會
繪畫創作的本真。
陳偉選擇了具有個體化、抽象性的藝術表達
方式，並將自己入了畫，將自己內心的各種情
緒藉由畫中事物去表達。由此，他相繼創作了
中國畫作品《封侯》、《倦雲》、《落寂》
等，孤高、清冷、蕭索，畫中種種，明明是另
一個自己。而後，他又大膽地將西方繪畫中絢
爛的色彩引入中國畫創作中，並藉由黃色、藍
色、橙色等明亮的色彩表達內心。
陳偉的畫，看一眼便讓人印象深刻，他的畫
與世無爭，甚至有時刻意闢開一處空間只留給
自己，乾淨、質樸、內斂，如同他的性格。陳
偉認為，藝術家的最高境界就是表現自己的內
心，如今他依舊在繪畫創作的各種十字路口徘
徊着，掙扎着。陳偉說，作為一名中青年畫
家，他不想這麼早就「結殼」，即固定自己的
繪畫風格，他依舊會不走傳統路，不走尋常
路，不斷修正和完善自己的內心世界。

將中國畫技法融匯西畫色彩

身為一名中青年畫家，
一路走來，陳偉慶幸自己
未隨波逐流，時刻保持着

在藝術創作中的辯證心態和「一意孤
行」。陳偉介紹，「入古」學習傳統，並
對傳統經典作品進行大量的臨摹與沿襲是
繪畫的入門功課，畫家能夠在這個過程中
快速吸收營養，得到進步。然而，「入
古」的同時一定要學會「出新」，即時刻
保持着辯證的心態去審視和思考，永遠不
要覺得古人的東西都是對的，要通過自己
的研習和思考，不斷追隨自己的內心去創
作。一味地複製傳統只會更快迷失自己，
因為千人一貌的作品必將在時代的長河中

被淹沒。
陳偉認為，藝術是追求個性和自我的，

每位繪畫者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繪畫語言，
這個過程是艱難而痛苦的，若一個畫家正
在經歷這一過程，不要一味地往前衝，應
不時停下腳步審視一下自己，並不斷吸納
更多的營養來讓自己變得更強大。陳偉推
薦青年畫家可以通過不斷豐富自己的經
歷，並不斷提升自己對藝術的審美水平等
方式，對此，除了學習各種繪畫技法、大
量閱讀相關書籍以外，也可多體驗詩歌、
舞台劇、音樂等藝術形式，用心去感受不
同藝術形式表達情感的方式，進而充實自
己的內心。

畫
家創作應由心生

筆墨當具個性陳
偉

「當你被藝術作品感動，並為它心動的那一刻，你就看到了創作者的靈

魂。」對於當代中青年畫家陳偉來說，這就是他繪畫創作的初心，將自己

的內心剖出來，藉筆墨展示給世界。作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安徽省書

畫院特聘畫家、合肥瑤海區美術家協會副主席，陳偉尤為擅長工筆畫和中

國畫。他筆下的人、動物和景，在凝練中國畫傳統技法之時，又融匯了西

方繪畫中色彩的絢爛，時而用線精美，時而用筆稚拙，他繪畫全憑內心。

亦如他說，要在繪畫藝術中一意孤行，自己做主。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合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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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古」結合「出新」
保持辯證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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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認為，藝術家的最高境界
就是表現自己的內心。 趙臣攝

●陳偉擅用左手
繪畫。 趙臣攝

●《灰色劇情》獲全
國第九屆工筆畫大展
優秀獎、最高獎。

●《禁錮》入選全國
第八屆工筆畫大展。

●《北冥》●《寄彩》

●《披紅》

●《釋馬》

●《色相》

●《落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