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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放飞心灵的青鸟。

一枚轻盈的草籽，在风中曼舞，落在一个 5 岁女童的心田，

开出了胭脂色的花朵。自此，那神奇山水就是冯霄永远的

故乡，是她历久弥新的精神家园。

“艺比天大”。冯霄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融入绘画中

了。一个人的活着，是因为一群山水活着。山水及山水画，

是她生存的意义，是一万朵鲜花绽放的理由。

个性是画家的名片。用心灵感悟大自然的魂魄情感，用笔

墨连接主观世界与自然世界。30 多年知山乐水梦幻般的追

索，冯霄山水画呈现出显明的特色：勾、皴、擦、染、点，

于“方寸之间见万里”的气度中，将女性意识与自然意识

融通，以简洁飘逸的笔法把女性特有的柔情、细腻的力量，

化为纸质的神韵意境。

冯霄善于在古典情调中注入新的点景内涵——客家庭院、

屋脊、梯田。客家元素，作为赣南的地域特色及时代特征，

成为她山水画境中醒目的标杆。她恪守唐代水墨画大师王

维的成规，以“水墨为上”，较少用色。在她绘画语言的

缝隙中，墨不欺笔，色不欺墨。以黑白两色为原色，艳而

能深沉、淡而能清雅、浓而能古朴——这正是黑白两色的

长处。我们也从中能够感受到她女性的意境、格调、气韵

和色调。一样的花朵，一样的云彩，看不透的山水，看不

透的光亮，山川间的情愫，带着她一抹女性十足的诗情画意，

和着清灵的韵致，站立成永恒。

亲近山水，疏远人际，冯霄是一个会享受清贫、寂寞的人。

自古以来，女性中国画画家不多，主攻山水画的女画家则

更少。个中原故，盖因女性不敌崇山峻岭的攀援，日晒雨

淋的煎熬，冯霄——一个小女子，正是在千百次的写生中，

在风吹日晒的浇灌中，成就为江西省女山水画家中的佼佼

者。

山水是用画笔写就的精神，一次山水画展不但是一部艺术

追求史，也是一部思想精神史。

心灵的青鸟

卜谷（国家一级作家）

冯霄近照

个人简介

冯霄，毕业于江西省赣南师范学院美术专

业，本科学历。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北

京民建中央画院首批特聘画师，江西省美

协会员。赣州市政协委员，赣州书画艺术

研究院院长助理，赣州市群众艺术馆专职

画家。

冯霄自幼喜欢书画，师从江西省著名山水

画家温相元先生。作品《高山茶园》在《中

国书画报》登载；《庐山锦绣谷》获全国

教师书画作品一等奖；《三百山》入选江

西省第五届山水画画展（入选画册）；《秋

韵》入选江西省第六届山水画画展（入选

画册）；《井冈雨霁》入选江西省政协和

省文化厅主办的全省书画展，获一等奖；

《水长流千古》、《赣南山乡》等在江西

省政协《光华时报》发表；《层林尽染》

在《江西日报》上发表；《幽谷清音》

《围屋之春》等十件作品参加赣州——三

亚——深圳中国书画联展。2009 年北京

“民建中央画院”成立，向全国征画，冯

霄创作的国画《山高水长》重峦叠嶂、气

势磅礴，兼有南国山水之雄浑、灵秀，形

成了一定的视觉冲击力，因而入选《民建

中央画院作品集》，江西省仅有两位画家

作品入选，冯霄是其中之一，并作为江西

代表出席北京开幕式。2014 年在江西省

举办了个人画展，受到了各界人士的高度

赞赏。

冯霄的作品风格清新，在简洁飘逸的笔法

中，渗透着一抹女性十足的诗情画意，深

受观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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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断言照相术的发明，宣告了写实主义绘画的死刑。

此话初听不无道理——是啊，你画得再像，能超过照相机？

尤其是计算机和数码技术的应用，简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

能。而我则认为：美术作品的魅力，在于画家的综合素养

和艺术再现。照相机再厉害，能拍得出列宾的《伏尔加河

上的纤夫》和罗中立的《父亲》？ 

自进入 20 世纪以来，中国水墨画家所遇到的困惑，是过去

任何一个时代的画家都不曾遇到过的。外来文化艺术的影

响，对中国水墨画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墨守成规而要超越

前辈艺术大师，几乎已无可能；而一成不变地继承传统绘

画的衣钵，亦为时代所不允。因此，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

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变革，已经成为每个水墨画家面临的首

要问题。谁把握好了这个交集点，谁就能成为被时代所关

注的画家。

回顾 20 世纪中国水墨画的变革，如果说吴昌硕是“以复古

为革新”，在引碑书、金石笔法于画法中，酿出了雄浑苍

郁大气盘旋的新画风，首开了在传统自身中寻求新变机制

的先河，那么，继吴昌硕之后的几位大师的探索则提示出

更为清晰的现代意向。齐白石将文人画的文人情趣引向民

间情趣，暗示了民间艺术将成为现代水墨的一大精神资源；

黄宾虹通过对山石的解构凸显笔墨的空间秩序与神韵，揭

示了传统的笔墨精神所蕴涵的现代抽象境界；潘天寿则是

以其大块文章在视觉上造成极强的结构感与铸造感，从传

统绘画的间架开合中辟出一条接近现代构成的路。而以徐

悲鸿、林风眠为代表分别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艺术主张与追

求。但无论是徐悲鸿为反叛空洞浮泛的文人笔戏而引进西

方的写实传统，还是林风眠在西方现代艺术这个新的生长

点上确立中西艺术衔接的部位，都是从不同方位对水墨画

的时代课题所作出的足以开启后人的“题解”。在他们之后，

继续这一探索的还有诸多大家，特别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中青年艺术家正是在这些前驱先路的引领下，从不同方

位做出新的推进，并逐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事实上江西有不少画家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但要将传统

融合于现代从而达到新的艺术高峰，却有相当的难度。比

如为了尝试用传统笔墨来表现当代人物和异域风情，近年

来江西中山书画院和江西国画院分别组织一些知名画家到

台湾、俄罗斯等地采风写生；但从创作的情况来看，很少

有超出传统题材的佳作。

水墨画非常注重笔墨，在中国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笔墨不仅是一种材料一种技法，更是中国画审美特质中一

个重要方面，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和审美价值观。

经过千百年中国艺术家对笔墨的不懈追求，如今呈现在我

们面前的是一套完整的技法和审美标准。随着时间的发展、

时代的更替 , 现代笔墨也将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当

下是个多元的时代 , 簇生了现代因素进入中国画的表现领

域，而生长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传统笔墨该如何表现这些

现代题材？ 

传统笔墨与现代题材其实是一对矛盾——传统笔墨可以提

升作品的艺术含量 , 但传统笔墨形成框框以后，又反过来

影响和限制对现代题材的表达。这就需要笔墨随时代的变

化而变化。故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细细悟来，有以下

几点体会： 

一、深入生活，寻找适合表现现代题材的绘画语言和叙述

方式。

江西知名山水画家汤教勉的赣西山村吊脚楼、廖维章的小

桥流水，颇具江南山水特色，都包含传统和现代的元素。

而山水画家曾端的作品，更给人内涵丰富、耳目一新的感觉。

曾端出自大家 , 一门风雅，毕业于浙江美术院校。在童中焘、

刘国辉、吴宪生、闵学林等名师的指导下，他悉心揣摩王蒙、

蒲华、吴昌硕、黄宾虹等大师的山水艺术，努力追求浑厚

华滋、气韵生动的意境。他不断探索新的技法，拓展中国

山水画表现的空间和领域。深厚的生活积淀和日积月累的

勤学苦练，使他的画作别具一格。《寂寞之道》近景几排

大树错落有致拔地而起，上方层峦叠嶂怪石嶙峋密云四布，

大部分画面使人感到一种透不过气来的压抑；但在树林深

处，却有个小和尚在聚精会神地读经，又令人眼前一亮，

心里亦为之一松。《阅尽沧桑》采取高远取景和对比手法，

让几棵参天大树占据了绝大部分画面，树下一老一小两个

山民充满敬畏地抬头仰视，形象地表现出人类在大自然面

前是多么的渺小。这两幅作品构思新颖布局大胆，笔墨夸

张气韵生动，实为山水画坛罕见的佳作。

我的老师——江西知名国画家温相元先生十分注重传统，

善用叉笔散点皴法，来表现赣南山林的郁郁葱葱。这种皴

试论传统笔墨与现代题材的交集

冯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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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繁而不乱密中见虚，由淡到浓层层积墨，从而使画面笔

墨浓重而浑厚。我努力继承老师的传统笔墨，尝试用来表

现典型的赣南山水。我试图跳出古人那种幽居深山、悲悯

人生的境界，追求一种现代的感觉。为了达到这种效果，

我从家乡的山山水水汲取创作的灵感，用自己独特的风格

来画赣南山水的灵性。尤其是许多以赣南客家风土人情为

背景的作品，如《赣南春韵》《客家老屋》《山村晓韵》《高

山茶园》等，虽然取的是眼前实景，但用的却是传统笔墨。

无论是山水草木还是小桥泊舟，勾皴点染皆有出处，面目

清新生动活泼。

二、不断提高文化内涵和艺术修养，在作品中有机融汇本

民族和外来民族的优秀元素。

凡画山水者，皆知古人难以超越，欲求变化又怕不伦不类。

传统与写实要结合得恰到好处，确实有点两难。能使二者

相得益彰，实属不易。古人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为了师法自然，多年来我游览了黄山、衡山、

武当山、九寨沟、张家界、神龙架、长江三峡等名山胜地，

走遍了赣南的山山水水，实地采风写生，与大山对话交流。

每次外出回来，我都要回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悟前辈

大师的呕心沥血，努力将眼里的山水化作胸中的山水，最

后成为自己笔下的山水。

现代笔墨重新定义了传统笔墨所讲究的“骨气”，强调对

笔墨“张力”的重视，强调笔墨的构成与画面的整体效果，

强调笔墨的直觉表现力。以新的笔墨揭示现代人的生存状

态与精神世界，洋溢着表现自我的激情。在现代中国画中 ,

出现了一种发展趋势——以墨为本，强化主观、意象的色

彩运用，与传统的水墨画相比更多的使用色彩语言来塑造

形象，提升了色彩在水墨画中的地位，丰富了中国画的表

现语言。

江西人物画家实力不弱，丁世弼、杨金星以及丘玮、吴吉

仁等都较好地继承了传统，周京山、彭树平、史俊等也都

在不同程度探索了创新。知名国画家周长瑞先生长期以来

致力于探索水墨人物画，他的水墨人物写生遵循传统法则，

融入西画技法，追求一种以线为主、并辅以多重水墨积染

的笔墨趣味；他的水墨人物画构建于写实主义前提，努力

追求所描绘对象的自然真实感受，笔墨语言围绕造型展开，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显示出严谨扎实的造型能力

和深厚的传统功力。他的水墨人物画深受黄胄先生的影响，

水墨人物画手法简练、概括，去掉了许多繁琐的细节，特

别是把速写融入中国画，突出了人物的生动性和笔墨的自

由流畅，既力求避开他人的惯常手法，又尽量不重复自己。

在他笔下，那些富于情感张力的线条，在随神、随意的运

变。在用线造型时，以书入画，任情感倾泻，擅长自由放

纵、随形赋意之书写性用笔，线的表现力被充分解放出来，

所创造的艺术形象鲜活新颖。尤其是他取材于少数民族舞

蹈的人物画，因景设色不落窠臼。《舞动天山》多色点染

五彩缤纷，清新亮丽春意盎然；《俄罗斯民间舞》用色大

胆泼墨重彩，红黑相生动感十足，将传统笔墨与现代题材

结合得恰到好处。

三、应正确处理写生与写意、形似与神似、造型与意境之

间的关系。

追求现代意识的最大危险是失之偏颇，把握不住度，以为

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不必顾及传统。当代水墨画“画风要

新，路子要正”。反映在作品中，一是把握住对传统的继承，

学习八大山人、齐白石、林风眠等前辈大师开创的写意风格，

追求笔墨情趣，讲究线条的张力，往往寥寥数笔，勾勒出

物体的轮廓和鲜明的形象；造型方面简约、夸张甚至抽象，

但始终在“不似之似”的尺度上，没有滑到无限的抽象之中。

二是注重功力。尤其是传统的绘画功力、书法功力和文学

功力三者的结合，并把三者融会贯通在作品中，画以传情，

诗以入画，书画渗透。三是坚持“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

作态度，把写生作为创作的基础，使作品有浓郁的生活气

息和概括力很强的造型特征。

我省知名花鸟画家聂子，年近古稀仍笔耕不辍。其写意花

鸟，或简或繁，布局大方笔墨酣畅，格调高雅古趣盎然。

虽多为盈尺小品，然方寸之内，吞吐星辰日月；梅荷之间，

饱览春夏秋冬。一花一鸟，蕴含人生悲欢离合；一木一石，

尽显造化钟灵毓秀。《梅妻鹤子》取自宋代林逋隐居西湖

孤山故事，用一方毛边纸写就：寥寥几笔，数枝残梅一只

孤鹤，笔墨简炼意境深远，隐隐可见八大遗风；题款则画

龙点睛：古有梅妻鹤子之说，当真否？一段眷恋孤寂之情，

欲说还休跃然纸上。《闲趣》亦取简笔，但随手拈来轻松

怡人：以书入画写枝干，枯润相济，铁骨铮铮；蘸几抹淡

紫信笔点染，似叶非叶花非花，随风飘舞到天涯；树下一鸟，

气定神闲宛如哲人，若有所思发人深省。庄子曰：子非鱼，

安知鱼之乐？诚哉斯言。冷看世间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

攘皆为利往，有几人能解做人之真趣？

由此可见：画家要用心灵来感悟大自然的魂魄情感，用笔

墨连接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以勾染皴擦描绘大千世界，

于尺幅之间见万里山河。如是，才能将意识与自然融通，

使传统与现代交集在最佳之处，从而达到神韵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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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长流千古   180cm×9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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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恋青山   138cm×68cm

春谷人家   180cm×9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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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山灵水   68cm×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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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这边独好   180cm×4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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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晴千嶂碧   云动忽青山   360cm×9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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