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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书画，源远流长。明末清初之际，以渐江、梅清、石涛、查士标、汪之瑞、孙逸、程邃、戴本孝、萧云从等为主要代表的

书画家群体，通过描绘黄山、白岳山水及徽州风土为创作题材表现自我，塑造了别具一格的中国画风格，蔚为一代高峰，是极具特

色的祖国优秀文化之一，对于后世的中国书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安徽独有的地域特色、风土人情和江山代有人才出的文化传承，

新安书画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及至近现代，著名画家如黄宾虹、张大千、汪采白、刘海粟、赖少其诸人，继承新安画家纯正品格，

又以新的艺术创造，发扬和丰富了新安书画精神、艺术面貌。

延宕至当代，欣逢盛世，安徽书画家承徽州、江淮灵山秀水润泽，继新安书画传统，意气风发，以书画丹青抒发性灵心声，以

笔墨绘治世之风景，弘扬传统，寻觅创新，“新安墨韵”再谱新篇。此次“新安墨韵——安徽画家八人中国画学术邀请展”参展的

八位艺术家张松、杨国新、刘廷龙、刘有成、徐若鸿、王仁华、谢宗君、吴蒙，是安徽当代书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他

们植根传统，继承历史上“新安书画”艺术精神，融入时代审美，致力于探索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表达，成绩斐然。这次展览展出的

书画作品，充分显示了八位画家在中国画艺术创作上的实践能力和思考深度。

张松多年来致力于江淮、徽州山水民居和风土人情题材的中国画艺术表现，江南情结和现代诗意的艺术追求，其作品融苍劲灵

动的笔墨和灵秀雅致的造型于一图。其笔下展现出清新秀丽、诗画般的水乡田园风光，拥有清新淡雅独特韵味，使观者不仅能感受

到大好河山，更能体会到一种诗意栖居的人文情怀。

杨国新擅长油画、国画创作，东方艺术的写意性特征和西方油画的造型美学，得以通过彩墨画的美学表现融会贯通，创造出具

有新鲜视觉感受的艺术面貌，其作品又综合古典人物与传统花鸟笔情墨趣于一炉，博彩古今，含纳中西，呈现出明丽隽永、粗疏灵

动和生机蓬勃的情韵。

刘廷龙山水画中，颇能体现明末清初新安画家的传统文人画精神。他追慕文人士大夫风雅留绪、放怀山林的情怀，以书画翰墨

为修身养性之术的艺术取向，同时，作为一个知名书法家，他追悟经典，恪守“笔墨之道”，以书入画，以画抒怀，因此作品格调

清雅高迈，形成了简练潇洒、意境幽深的画风。

刘有成从艺四十余年，周游于黄山、白岳之间，徽州山水是他的天然范本。变幻莫测的苍松奇峰、云海霞雾，给了他无穷妙变

的创作灵感。尊重传统，追求当代性，其笔下的山水形式奇巧壮美而又不失自然生动，境界情怀之大，迥然有别于热衷功名和一味

摹古的画坛俗手。

徐若鸿的写意花鸟画以两路风格并行，一路以笔墨简练、画面清新为特色，其特点是跳出了近代以来以吴昌硕为首的海派花鸟

浓彩艳抹、以笔法浑厚为特色的藩篱，在艺术格调上与明末清初新安诸家山水画的气息相同，可谓是别开生面。另一路近于彩墨风格，

墨彩挥洒，强调装饰性和构成意味。

王仁华的彩墨人物画作品，通过对女性优雅、落寞情怀的描绘，融“梦里徽州”式的古典情怀与色彩对比强烈的现代构成于一体，

将古典意味与现代形式巧妙结合，创造了令人以耳目一新的新程式，并通过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展示出一种对女性当代生存和

历史命运的思考。

谢宗君以青绿工笔山水画驰名画坛，其作品从传统壁画金碧山水中汲取营养，又吸收了现代画派强调视觉感受的特征，融合中西。

潘欣信



徽风淮韵的风土人情趣味，与现代艺术精神与审美情趣，通过金碧生辉、晕染并置的画面表达，意境伟峻秀逸，笔墨沉静，创造了

富有独特个性的艺术表达。

吴蒙既擅山水，又能花鸟，是画家中转益多师的典型。中央美术学院研修的经历，给予了他艺术功底和创作思路，美术馆的工作，

又赋予他开阔的视野和便利的学习条件。其近年山水画的写生和创作，专以黄山奇峰、松石、云海和皖南山乡民居为对象，从真山

真水中寻求灵性，集采众家之长，描绘了大好河山的雄伟气象。

新安山水美，江淮风韵秀。当代安徽之文脉慧心，灵秀绵长，书画创作、研究、展事、活动日益繁荣。参加此次展览的八位艺术家，

可谓功成名就。他们的许多作品，都曾在历届全国美展和各类全国中国画大展中入选、获奖，每位画家都有自己的独特风貌和艺术

追求，他们的笔墨表现，早已成为安徽美术人所熟知的“经典符号”。另就从整体而言，又都体现了新安文化、徽山淮水的浸润与

影响，展览作品既体现了个体的智慧和才情，也凝聚着他们共同追求和默契。他们以艺术家特有的热忱与理想追求，扎根在安徽这

片沃土，孜孜不倦地推动当代书画创作，博采众长，勤奋耕耘，酿造“美术”的精神食粮，以此来锻造出“新安美术”新的品牌与

辉煌。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新安文化从古至今的精神内涵。此次以学术交流为目的合作办展，是新安书画提升艺术创

作力，丰富艺术语言和表现力的一次新检阅。这是一次展示之旅，也将是新安文艺的传播之旅、载誉之旅。

                                                    （作者系《美术报》副总编  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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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是芜湖人，自小受到清新灵秀的江南地气的浸染，性格中保留着些许永远抹不去的细致委婉。他后来从军，在部队的熔炉

中摸爬滚打了近 30 年，身上的硝烟味和炮火味多了起来，形成说话高门大嗓和办事风风火火的做派，常常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以至于鲁公彦周说他的豪爽开朗“很像是一条关东汉子”。张松的这种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江南山水画图，秀丽和灵动自不必说，

又融入了北方山水的苍劲和厚实，从而别具特色自成一格。

山水画在隋唐独立成科，至五代迅猛发展，开始出现北方山水和江南山水的分野。荆浩及其门下三位弟子李成、关仝、范宽所

画的山水顶天立地、铺天盖地，表现出北方山形特有的那种“云中山顶、四面峻厚”的雄伟气势。另一方面，董源、巨然所画的山

水则峰峦晦明、洲渚掩映，完全是秀润可爱的气象，恰如宋人米南宫所说：“一片江南也。”五代画家们创造了北方山水和江南山

水两种画法，形成了山水画发展的两路传统，影响极为深远。但他们对后世画家既有引导也有束缚，那种师法自然的严谨态度和提

炼自然的革新精神，能够引导继承者们的新的变化；那种北方斧劈江南披麻一类的技法程式，又可能束缚模仿者们的手脚，使得历

朝历代的山水画多见相似面貌。对当代山水画家是个考验，因为中国山水景观“北雄南秀”的自然特征放在那儿：北方气候干旱，

有山无水或者少水，山势高拔陡峭；南方气候温暖湿润，多为起伏和缓的低山丘陵。前贤构造的北方山水和江南山水两种模式是“搜

尽奇峰打草稿”的结果，不是随意就能变异出新的。那么，如何突破古人张扬个性创新图式，便是毕生追求却未必修成正果的创作

难题。在这种考验面前，张松迈出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果敢步履。

我知道，张松很早就以军旅画家著称了，却没有缘分见到他那时的作品。如果从画题来看，像引起较大反响的《万里边关图》

等，画的显然不是江南山水，而是全景式的雄伟山川，或许更接近北方色彩的高山长水。至于笔墨技法，则是从画题上无法揣测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近 10 年里，张松的山水画创作呈现为胶着状态，他在这段时间尝试过各种山形水态，也尝试过各种图式、各

种画法，努力追寻适合自己、属于自己的理想面貌。回过头来看，张松的不懈追求是付出代价的，他不满意过于繁复、过于周到的

画法，于是删繁就简、粗笔放墨地画了好几年，但总是犹疑，总是动荡，总是缺少画面的稳定感和风格的归宿感。其间，他描绘过

明丽怡人的江南春色，比起同时期的其他作品米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也许是还不满足，也许是尚未敏感到驾驭这种山水形态的潜力，

他没有定格地继续漫游着、追寻着，直到 90 年代末期，张松先后画出《春水泛舟》《水乡秋韵》《春雨潇潇》等一大批作品，预

示了他要用更多的笔墨来关注江南山水，用更新的笔墨来展示江南山水。尤其是 1999 年冬天画成的《春雨潇潇》，从水墨渲染看，

虽然还嫌凌乱，从构图和笔法看，却有着莫墓的意义，为以后的张松江南山水画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说，这幅作品具有标志性，

标志着四处出击之后终于瞄准了目标，标志着八方探索之后终于确定了方向，标志着一个成熟的山水画家的身影正在愈行愈近。

对于张松来说，生在江南长在江南。江南山水的自然景观并不陌生，跟在别人后面点缀几笔江南山水的秀丽也不困难，问题是

怎样才能开辟一片江南山水的新天地。更大的难题在于技法问题和风格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紧密地联系着画家的审美理想。从

当年创作《万里边关图》开始，张松的山水画就是放声歌唱迸发激情的产物，与传统江南山水传递闲云野鹤的萧散情怀大相径庭。

如今，他绘制的江南山水画图必须做到古为今用，必须做到扬长避短，必须做到从中寄托积极高昂的当代理念。值得欣慰的是，张

松在破解这些难题时取得了可喜成果。

既然是画江南山水，明媚而且秀美的基本印象就不能不体现出来。因此在整体布局上，张松的作品讲究山水交融，用曲折萦回

的江水洗刷山体滋润山体、用草木茂盛韵山体呼应江水回报江水、营造了一片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的锦绣风光。张松讲究山水

交融而不空泛，他在作品中展现的山水组合形式，称得上琳琅满目、妙笔生花，完全避免了倪云林远山近水两段式和董其昌远山中

水近坡树三段式的单调。例如，《水墨扛南》《雨润江南》是一山一水式的组合；《极目楚天》《春至水乡》是一山两水式的组合；

江南秀色亦苍劲

——走近张松的江南山水画图

唐  跃

张松，号庐州师山堂主，生于 1952 年 8 月，芜湖人，祖籍桐城。先后毕业于安徽教育学院

艺术系国画专业、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班。长期从事美术创作和组织工作。现为中国

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创会常务理事、

中国商联·全国艺术市场联盟副主席、中国画创作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北京世纪名人国际书画

院副院长、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届主席团副主席、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安徽

省城市雕塑院院长、安徽省中国画学会主席、安徽省美协中国画艺委会主任、安徽省青年美术

家协会名誉主席、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合肥

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教授、安徽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黄山画会副会长、农工民主党安徽省书画

院院长、中联国兴书画院安徽分院名誉院长、安徽省文史馆特约画师、国家一级美术师。

四十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山水画创作领域努力探索，终有收获。创作中首先坚持“艺术心

灵的冲动，来自于我眼中的世界”的理念，努力把握用纸、执笔、泼墨、敷色、气韵的相互交

融与微妙变化，追求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写意山水画的创作境界与空间，将传统风骨与现代

熔于一炉，从而使作品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艺术符号与独特风格。

张松先后在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合肥、芜湖、法国巴黎、芬兰赫尔辛基、韩国首尔、

日本京都等地举办个人画展，作品曾参加全国、全军美展及中外交流展并被国内外有关艺术机

构、团体、博物馆、美术馆、拍卖行、画廊、企业家展示、拍卖、收藏。先后出版《张松画集》

等六种画册，另外，还有数百件作品刊登于国内外的艺术报刊和杂志上。

2003 年由中国收藏家协会、中国《收藏界》杂志社、全国各地收藏家协会等权威机构推选，

张松入围了首届中国收藏界当代画家排行榜之新锐榜；

2005 年５月，被国务院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授予“优秀人民艺术家”称号；

2006 年 3 月，国家人民出版社大型画册《中国当代山水画名家 •张松画集》；

2006 年被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授予“安徽省十佳文艺工作者”和“六个一批文艺拔尖人才”；

2007 年 11 月，出席中宣部、国家人事部、中国文联共同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

工作者表彰大会”；

2007 年 12 月，被全国和谐社会高峰论坛授予“2007 年度全国十大和谐画家”；

2008 年 5 月，被全国人大代表高峰论坛授予“全国十大最具社会责任感艺术家”；

2008 年 8 月，受国际奥委会邀请作品《皖山徽水图》参加“2008 北京奥林匹克美术大会”；

2008 年 9 月，作品《黄岳春晖》《清凉世界》由神州七号宇宙飞船载入太空；

2008 年 11 月，由中国美协在中国美术馆主办“中国当代山水画名家 •张松画展”；

2008 年 11 月，国家新华通讯社《参考消息》（大字版）连续发表 7 个版《中国当代山水画

名家 •张松作品选》系列专题报道；

2009 年 6 月，荣获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中国公益事业人物奖”并聘选为“中国公益事业

形象大使”；

2009 年 9 月，创作巨幅国画《黄山朝晖》（620cm×330cm）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

国亲自赠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创作巨幅国画《新安春韵》（540cm×238cm）由人民大会堂收藏，

并在国庆 60 周年华诞之际，悬挂在大会堂二楼大厅；

2009 年，艺术成就和工作成绩被省委宣传部列入《文艺皖军风采录》系列在全省主流媒体

推出；

2010 年 4 月，创作巨幅国画《新安山水图》（1500cm×500cm）布置在上海世博会安徽馆；

2010年 6月，应邀加盟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领衔，由杨晓阳、吴山明、孔仲起、孙永、李奇茂（中

国台湾）、白宗仁（中国台湾）、参加的《新富春山居图》创作团队 ; 

2010 年 12 月，在纪念毛主席诞辰 117 周年前夕，应中共中央办公厅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

邀请，创作巨幅作品《黄山朝晖》布置在纪念堂的重要厅堂；

2011 年 4 月，为全国人大新办公室创作《皖山徽水图》（350cm×140cm）；

2011 年 8 月，为中国文联新大楼创作巨幅作品《江南春韵》（900cm×180cm）；

2012 年 4 月，为北京人民大会堂二楼大厅创作《新安山水图》（560cm×246cm）。

2012年 5月，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休息室创作巨幅作品《万里长江图》（696cm×298cm）；

张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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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是芜湖人，自小受到清新灵秀的江南地气的浸染，性格中保留着些许永远抹不去的细致委婉。他后来从军，在部队的熔炉

中摸爬滚打了近 30 年，身上的硝烟味和炮火味多了起来，形成说话高门大嗓和办事风风火火的做派，常常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以至于鲁公彦周说他的豪爽开朗“很像是一条关东汉子”。张松的这种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江南山水画图，秀丽和灵动自不必说，

又融入了北方山水的苍劲和厚实，从而别具特色自成一格。

山水画在隋唐独立成科，至五代迅猛发展，开始出现北方山水和江南山水的分野。荆浩及其门下三位弟子李成、关仝、范宽所

画的山水顶天立地、铺天盖地，表现出北方山形特有的那种“云中山顶、四面峻厚”的雄伟气势。另一方面，董源、巨然所画的山

水则峰峦晦明、洲渚掩映，完全是秀润可爱的气象，恰如宋人米南宫所说：“一片江南也。”五代画家们创造了北方山水和江南山

水两种画法，形成了山水画发展的两路传统，影响极为深远。但他们对后世画家既有引导也有束缚，那种师法自然的严谨态度和提

炼自然的革新精神，能够引导继承者们的新的变化；那种北方斧劈江南披麻一类的技法程式，又可能束缚模仿者们的手脚，使得历

朝历代的山水画多见相似面貌。对当代山水画家是个考验，因为中国山水景观“北雄南秀”的自然特征放在那儿：北方气候干旱，

有山无水或者少水，山势高拔陡峭；南方气候温暖湿润，多为起伏和缓的低山丘陵。前贤构造的北方山水和江南山水两种模式是“搜

尽奇峰打草稿”的结果，不是随意就能变异出新的。那么，如何突破古人张扬个性创新图式，便是毕生追求却未必修成正果的创作

难题。在这种考验面前，张松迈出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果敢步履。

我知道，张松很早就以军旅画家著称了，却没有缘分见到他那时的作品。如果从画题来看，像引起较大反响的《万里边关图》

等，画的显然不是江南山水，而是全景式的雄伟山川，或许更接近北方色彩的高山长水。至于笔墨技法，则是从画题上无法揣测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近 10 年里，张松的山水画创作呈现为胶着状态，他在这段时间尝试过各种山形水态，也尝试过各种图式、各

种画法，努力追寻适合自己、属于自己的理想面貌。回过头来看，张松的不懈追求是付出代价的，他不满意过于繁复、过于周到的

画法，于是删繁就简、粗笔放墨地画了好几年，但总是犹疑，总是动荡，总是缺少画面的稳定感和风格的归宿感。其间，他描绘过

明丽怡人的江南春色，比起同时期的其他作品米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也许是还不满足，也许是尚未敏感到驾驭这种山水形态的潜力，

他没有定格地继续漫游着、追寻着，直到 90 年代末期，张松先后画出《春水泛舟》《水乡秋韵》《春雨潇潇》等一大批作品，预

示了他要用更多的笔墨来关注江南山水，用更新的笔墨来展示江南山水。尤其是 1999 年冬天画成的《春雨潇潇》，从水墨渲染看，

虽然还嫌凌乱，从构图和笔法看，却有着莫墓的意义，为以后的张松江南山水画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说，这幅作品具有标志性，

标志着四处出击之后终于瞄准了目标，标志着八方探索之后终于确定了方向，标志着一个成熟的山水画家的身影正在愈行愈近。

对于张松来说，生在江南长在江南。江南山水的自然景观并不陌生，跟在别人后面点缀几笔江南山水的秀丽也不困难，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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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秀色亦苍劲

——走近张松的江南山水画图

唐  跃

张松，号庐州师山堂主，生于 1952 年 8 月，芜湖人，祖籍桐城。先后毕业于安徽教育学院

艺术系国画专业、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班。长期从事美术创作和组织工作。现为中国

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创会常务理事、

中国商联·全国艺术市场联盟副主席、中国画创作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北京世纪名人国际书画

院副院长、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五届主席团副主席、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安徽

省城市雕塑院院长、安徽省中国画学会主席、安徽省美协中国画艺委会主任、安徽省青年美术

家协会名誉主席、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合肥

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教授、安徽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黄山画会副会长、农工民主党安徽省书画

院院长、中联国兴书画院安徽分院名誉院长、安徽省文史馆特约画师、国家一级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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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3 月，国家人民出版社大型画册《中国当代山水画名家 •张松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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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2 月，被全国和谐社会高峰论坛授予“2007 年度全国十大和谐画家”；

2008 年 5 月，被全国人大代表高峰论坛授予“全国十大最具社会责任感艺术家”；

2008 年 8 月，受国际奥委会邀请作品《皖山徽水图》参加“2008 北京奥林匹克美术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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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 •张松作品选》系列专题报道；

2009 年 6 月，荣获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中国公益事业人物奖”并聘选为“中国公益事业

形象大使”；

2009 年 9 月，创作巨幅国画《黄山朝晖》（620cm×330cm）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

国亲自赠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创作巨幅国画《新安春韵》（540cm×238cm）由人民大会堂收藏，

并在国庆 60 周年华诞之际，悬挂在大会堂二楼大厅；

2009 年，艺术成就和工作成绩被省委宣传部列入《文艺皖军风采录》系列在全省主流媒体

推出；

2010 年 4 月，创作巨幅国画《新安山水图》（1500cm×500cm）布置在上海世博会安徽馆；

2010年 6月，应邀加盟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领衔，由杨晓阳、吴山明、孔仲起、孙永、李奇茂（中

国台湾）、白宗仁（中国台湾）、参加的《新富春山居图》创作团队 ; 

2010 年 12 月，在纪念毛主席诞辰 117 周年前夕，应中共中央办公厅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

邀请，创作巨幅作品《黄山朝晖》布置在纪念堂的重要厅堂；

2011 年 4 月，为全国人大新办公室创作《皖山徽水图》（350cm×140cm）；

2011 年 8 月，为中国文联新大楼创作巨幅作品《江南春韵》（900cm×180cm）；

2012 年 4 月，为北京人民大会堂二楼大厅创作《新安山水图》（560cm×246cm）。

2012年 5月，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休息室创作巨幅作品《万里长江图》（696cm×298cm）；

张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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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泛舟》《水乡春韵》是两山一水式的组合；《湖光山色》《徽水渔歌》是两山两水式的组合。所有这些组合或取纵势或取横势，

或取右上左下对角或取左上右下对角，于是繁复变化出更多的组合。即便如此，还是不能穷尽如《春月》之类以山围水式的组合和如《水

上民居》之类以水环山式的组合，真正是山中有水山环水、水中有山水环山、山中有山山外山、水中有水水外水。在这山水交融之间，

又有白帆点点渔歌唱晚的渲染，又有红瓦片片绿树掩映的镶嵌，江南美景跃然纸上。

然而，张松的江南山水画图值得关注，不仅因为人们熟悉的江南美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更因为江南美景被赋予了新的姿

态新的内涵。不管张松自觉还是不自觉，我总感到他在这一方面受到渐江的启发。渐江注意到黄山的花岗石岩层与吴越土质山丘的

区别，并把这种区别渗透到笔下的江南丘陵地带景色中，所以学倪云林而不同于倪云林，学黄公望而不同于黄公望，主要的不同点

是山形不再坡陀起伏逶迤绵延，而是近似锥形、矩形、梯形之类的几何形体，显得雄壮崭绝。渐江这样画，为江南山水注入了几分

苍劲几分峻峭。张松学渐江而不同于渐江，学的是渐江的创新意识，不同的是创新意识的笔墨体现方式。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不画山

峦和山脉的全貌，而是截取乃至放大一段或者两段山体，坚实而稳固地布置在画面的醒目位置。整体秀丽的格局中出现这段山体，

犹如舒缓的旋律中出现高亢的强音，加强了刚劲的气势。更加需要关照的是张松对于山石肌理的刻画，他不用那些传统皴法，而是

别出心裁地中锋用笔，勾出很有力度的相互交织的细密网状线条，似皴非皴似擦非擦，而后采用淡赭敷色。这种画法非常逼真地再

现了花岗石岩层那种坚硬嶙峋的结构质感，又经过山体边缘曲线和山头草木晕染的对比映照，达到了圆浑与方正的统一，秀婉与坚

劲的平衡。可以看看《太湖帆影》《春回时分》《源远流长》等画作，都是这种画法的生动诠释。

把江南秀色画的苍劲一些厚实一些并非空穴来风，有黄山的自然特征为依托，有渐江的前贤创造为借鉴。张松的贡献在于发扬

光大，他用独特的造型语言使这一容易受到忽略的自然特征和前贤创造发扬光大了，而且与时代气息融为一体了。江南是张松的故乡，

埋伏着他的深深眷念；今天的江南还是一块兴旺发达的热土，更能激发他的炽烈情感。所以，张松不仅要画出江南山水的清秀景色，

还要画出江南山水的力感和动势，还要画出江南山水的神骨气质和巨大能量，还要画出江南山水的火热现实和灿烂前景。

其实，我这样解说张松的江南山水画图难免有些疏漏。比如说，张松前些年在摸索这些年仍在摸索，画过一些更加照顾全貌的

作品，也画过一些更加注重墨法的作品，还画过一些更加突出设色的作品。但是比较之下，他对秀丽与苍劲的有机融合给我留下的

印象最为深刻。张松有个形象说法很有意思，他说画家作画好比赤身裸体，也就是毫无保留地表达情感；评家的工作则是为画家裁

剪一套衣服，评家的高低在于这套衣服是否合身得体。我忝在评家之列，向来认为出色画家的合身得体的衣服未必只有一套，或者

说他们的手笔未必只有一套，但最能体现画家形象特征的衣服、最能代表画家风格特征的手笔也许只有一套。我为张松度身定做的

这套衣服，但愿他穿上以后光彩照人。

                                                         ( 作者系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 著名文艺评论家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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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楼台半山寺  68cm×136cm
春雨润峡江  68cm×13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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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瀑   68cm×68cm
九华圣境   68cm×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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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朝晖  68cm×136cm江南胜境  68cm×136c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