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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锋自幼生活在大山怀抱的贵州金沙县，会插秧、种玉米、种烟草……，自幼和苗族、水族、

布依族等民族邻里往来，地域文化、自然因素深深融入思想感情深处，融入他的笔端。

他爱画贵州的大山、瀑布、苗寨，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是他情感之所钟。

王锋早年的艺术经历有几个节点：

1996 年，他考入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学的是中国画专业，毕业后被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聘

为教师，从此走向专业教师和创作之路。

之后几年，他继续深造，先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进修，从周闻学画园林小品，继而又

入云南艺术学院，习画人物、花鸟。

2010 年，王锋进入北京中国国家画院杨长槐工作室高研班，他顿悟了，成熟了。

杨长槐（1938—2015）是贵州杰出的侗族画家，1963 年毕业于贵州大学艺术系，有幸

师从当代对贵州中国画发展有过开创之功的宋吟可、王渔父、方小石等人，而对他影响最深的

是山水画家孟光涛。杨长槐在孟光涛山水画工作室学习，随老师到乌江、遵义、黄山、长江三

峡和南方各地写生作画。从老师表现激流险滩的写生和作品中得到启悟，在大山大水、洪波拓

石的奇观和侗乡风情的作品中，表现自己对宇宙间如火如荼的生命伟力的感受，他也像老师一

样，耳提面命，不遗余力地教自己的学生。

杨长槐教育学生学画之初，先要把以前学会的东西放一放，画山水就要走遍天下，向大自

然学习。不同地域的环境地貌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表现，他说自己到大兴安岭时，面对长白山，

以前学的技巧全都用不上了，只能是在深入现实生活的过程中，重新寻找自己笔墨。他让学生

不要模仿他，离他的绘画面貌越远越好，要画出自己在生活中理解到的属于自我的东西。

杨长槐带着王锋等高研班学生，到全国各地去观察各种各样的激流、飞瀑、海浪和溪涧，

十几年下来，王锋基本上掌握了老师富于独创性的画水技法和创作理念。老师去世后，继续留

在国家画院杨长槐工作室，带好工作室课题班，完成老师遗愿。

回到贵州以后，王锋按照杨长槐教学的思想和方法，每年带着学生到各民族地区写生、采风，

收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创作了《岁月如痕》、《黔北初春》、《云过板寨秋更浓》等很多作品。

艺术的薪火在传递。

他先后去过南、北太行山，三去黄山，也去过华山、泰山等地，而画得最多，也最得心应

手的是画瀑布。

古代诗人、画家喜用“千尺”、“飞”一类字眼形容对瀑布令人目眩心惊的动势：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起“言瀑泉者，巅崖峻壁之间，一水飞出，如练千尺，分洒于万

仞之下，有惊涛怒浪，涌瀼腾沸，喷溅漂流，虽鼋鼍鱼鳖，皆不能容也。”

在诗人笔下，说的是：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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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白《望庐山瀑布》）

“三泉千尺飞如电”（元·周德清《浔阳即景》）

如此激动人心的景象，见于古代画家作品的则不多，前人山水画中最常见的是水口，然而

古人也说“山水中惟水口最难画。”（黄公望）

近世交通便利，表现激流、大川的画面渐多，其中倒也不乏精品。

王锋跟随老师在贵州这个瀑布之乡，观赏到了上千种瀑布景观，他总结自己的体会，认为

北方的瀑布是刚性的，如壶口瀑布。而贵州的瀑布偏于柔性，每多涓涓细流，有抑扬顿挫之美。

此说似不尽然，明代徐弘祖在《徐侠客游记·黔游日记》中记述他对贵州黄果树瀑布的印

象：“渡桥北，又随溪西行半里，忽陇篝亏蔽，复闻声如雷，余意又一奇境至矣。透陇隙南顾，

则路左一溪悬捣，万练飞空，溪上石如莲叶下覆，中剜三门，水由叶上漫顶而下，如鲛绡万幅

横罩门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数计，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厉，所谓‘珠帘

钩不卷，匹练挂遥峰’俱不足以拟其壮也。盖余所见瀑布，高峻数倍者有之，而从无此阔而大者，

但从其上令人俯身下瞰，不免神悚。”他强调的是从对象中获得的无比阔大壮美的感受，是阳

刚之美，而说回来，黄果树瀑布的总体面貌，是因为白水河河床陡起，形成的九级瀑布，比之“高

峻数倍”从万仞之巅直冲而下者，在阳刚之中多了几多瑰奇。

王锋研究、比较前人画瀑布的技法，认为别的画家多偏重于用笔，而杨长槐画激流险滩则

巧于用水。王锋在自己的瀑布题材作品中有着丰富的审美表现，那些从高山峡谷间奔腾而下的

匹练喷珠溅玉般，美得晶莹、美得动人，既壮美而有抒情。观赏之际，在耳畔，时而响起金戈

铁马般的激扬高亢，时而传来曼妙的浅吟低唱，那是天地的奏鸣。

王锋山水画创作中常常可见的是遍布于山坡山的苗寨，贴着崖壁构建的吊脚楼，上部住人，

其下那些靠着上方挑出的横梁承托的杉木立柱，看上去，像是悬空而立，留出牲畜穿行活动的

空间。苗族吊脚楼营造技艺已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那些苗寨居室很是密集，远看见不到路，邻舍间以石阶梯相通。

王锋画里丛屋中可见有较大的院落，院中散置着竹倚和长凳，令人感受到捉膝活桑麻的乐

趣。不少人家在廊上飘扬着晾晒的长长的白布形成一景。日后，少女少妇们会在布上施展巧艺，

以刺绣或蜡染在布上描绘出民族的古老神话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问王锋，那些作品是你最满意的？他犹豫了半晌，回答说：“我没有最满意的作品。”

此时，我感到横在他心头那杆严格计量的秤，也由此看到他日后走向艺术通途的路。

其实他的许多作品是可圈可点的。他有不少作品参加过大型美术展览，获得过各种奖项，

有的被国家画院、美术馆收藏。

但是还通不过他那杆秤。

我感觉：



003

王锋是实实在在地进入了艺术上的不惑之年。

画家张仃说：“中国山水不负中国画家，中国画家却有负中国山水。我觉得有压力、有愧疚，

但还是觉得很幸福，这辈子能做个中国山水画家，很幸福。”（1997 年）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是贵州高原的特点，也是贵州文化艺术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

“天无三日晴”是大自然表情的无比丰富，“地无三里平”，贵州高原喀斯特地貌的种种出人

意表的变异，会强迫你思考、创作，不能一成不变死守老一套。清人许元仲说到贵州山川，曰“山

水之胜曰雄、曰奇、曰秀、曰丽。”这雄、奇、秀、丽，在贵州都具备了，只等着有心之人去开掘，

去参悟，去表现。

杨长槐、王锋和他们的学生“很幸福”。

                                                                                         2017.12 于北京安外

李松  中国美术家协会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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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瑰丽的山水和丰富的人文养育了一代代卓越的艺术家。贵州省美术家协会理事、黔南

州美术家协会主席王锋，承袭了贵州水墨画的传统，并积极开拓中国山水画意的丰富性。这位

1974 年出生的优秀艺术家是一位视水墨艺术为生命的人 , 性情执着而善于学习，在二十余年

的艰苦探求中，以勤奋和才华一次次感动着观者并不断获得好评。他的作品曾获得第十二届全

国美展贵州省展的银奖，第六届、第七届贵州省青年美展银奖，他还获得贵州省中国画青年十

佳等称号。他的作品也不断发表在《光明日报》、《美术报》、《中国书画报》等主流媒体上。

正值年华的王锋逐步成为贵州颇具代表性的卓越山水画家。

“名师出高徒”。王锋师承一代大家杨长槐先生的衣钵，在连续七年入中国国家画院杨长

槐山水画工作室高研班学习之后，他深刻领悟出如何以中国传统水墨来描绘贵州独特的山水、

多样的生活。这在他的《苗寨系列》和《激流飞瀑系列》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激流飞瀑系列》

中层层叠叠的水雾被他挥洒的淋漓尽致，《苗寨系列》的民居和山川既像抽象的符号，又有源

自生活的、极具生动性的构图与塑造。在作品中呈现的自由与豁达是从艰苦的实践不断领悟出

的。王锋面对拥有深厚文化的中国山水画体系，博览群书积累修养，波澜不惊体验生命，不动

声色研读文化，将自己的全部感知倾注在了艺术实践中。

于是，王锋的艺术开始靠近自然的真理，既靠近造物的真理，也靠近精神的真理。他将在

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和云南艺术学院所学的技艺、笔法，以及长期写生所积累的最鲜活的形象都

注入笔端。我们如今看到的王锋作品集中的画作，是完全意义上的艺术家精神体验、审美理想、

性格情绪的物化。或者说，王锋的每一件作品，都是那一刻的“他”，是在贵州乡间顶着烈日

酷暑写生的他，是在学院书屋耕读研习苦苦思索的他。王锋将这种无可返回、不可重复的感受

都如实散发了出来。

王锋有着敏感的艺术直觉。这在与他的交往中都可以感觉得到。但直觉仅仅是艺术家创作

的开端，艺术仍然需要具备超乎寻常的艺术能力。对于极为庞大的山水画宝库，其中蕴含的信

息量是巨大的，如何系统学习、融会贯通并加以运用，其难度可想而知。王峰面向了两个议题。

其一，王锋面向伟大艺术传统。二十余年来，王锋用极大的勇气和牺牲，从中西方艺术两

个传统的对话和吸取。2001 年公派到上海师范大学专业进修，这让他的视野进一步开阔。上

海博物馆的精美藏品、各种展事所带来的信息，让他主修的国画山水进一步吸取中西方的资源。

在这个过程中，对各种材料媒介的语言实验让他不断获得自由。在《苗寨系列中》，那些苗族

的房屋与贵州的山形、地势，共同营造出了充满节奏的乐章，王锋将地域风情与水墨精神凝聚

在画面中，来探讨世界、接近内心。在《巍巍家园》这件大幅作品中，凝结和倾注了王峰多年

以来写生苗寨的珍贵体会，在较大的尺幅中不断驾驭画面的节奏和停顿，最终一首宏大的交响

曲卓然诞生。观者似乎已看不到技巧，只看到浑然一体，庄重而明亮。传统，以及传统所携带

的文化基因已经进入他的血液中，让他在审美、格调、技艺等方面储备敦厚，这才能够一挥而

精
神
的
物
化

郅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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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色完成这样的宏幅巨作。与此同时，中国文人的开阔与豁达，让王锋与世界的文明、文化、

哲学、艺术相会，不断理解中国的山水诗意，也不断理解世界绘画的语言方式，充分吸取其间

的精华和养分。

其二，王锋面向博大的自然。自然固然伟大，但自然不是艺术。艺术是人的物化或者外化，

是人类参与自然、讨论世界的结果。自然，为王锋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少年时贵州金沙小城河

边的水塘；青年时代遍览华夏自然风光，体验对大地山川的景仰；中年之后理性与感性交织，

开始了对自然、对水墨笔法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和感悟。在大量的写生中，一花一草、一山一水，

丰富的形态不断促动着这位勤勉的艺术家，他看在眼中、记在心里。我非常赞赏王锋在《乡土

系列》中的表达，也许因为是小品尺幅，所以艺术家挥洒地尤为恣意，也不断显露画家书法、

笔力的修养，苍劲有力而运筹帷幄。在其间一幅作品中，他以横向的用笔来绘制红色的树枝，

而以纵向的皴法来烘托背景中刚劲有力的山石，形成了巨大的对比与反差，色泽饱满、用墨谨慎，

相得益彰。还有几幅在黄色皮纸上的画作也气势不凡，皮纸较少的吸水性让王峰勾线的功力完

全呈现，意趣盎然。

“搜遍奇峰打草稿”的自信和充实让王锋进入了新的绘画境界。自然，让王锋了解自我，

建立起他的艺术观与生命观。

在中国美协“多彩贵州”全国中国画展中，王锋的作品对于传统的转换引起众人的关注，

他将中国传统水墨中的种种理法转换为极为丰富的笔法呈现和视觉呈现，这种转换是从物质到

精神的转换，也是从自然到自我的转换，在这个转换中，王锋的个性得以显现，他的艺术也达

到了自由自在的境地。而实现这种转换的核心仍然是人的创造力，王锋在用笔和水墨表达中蕴

含的创造力是这个伟大而浪漫的转换过程的核心。

郅敏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副院长、教授



006 007



007

作
品  

写
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8 009

峰上犹似神仙地  

纸本水墨    

68cm×68cm    

2015

款署    

乙未之秋于意风堂金沙人王锋画          

钤印    

朱文 佛印   

白文 王锋印信

朱文 一枫春舍   

朱文 佛印

朱文 十日水五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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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云再起四方滩  

纸本水墨    

68cm×68cm    

2015

款署    

乙未之秋王锋画          

钤印    

朱文 佛印   

白文 王锋印信 

朱文 十日水五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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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云止  

纸本水墨    

68cm×68cm    

2015

款署    

乙未之秋于意风堂王锋          

钤印    

朱文 佛印   

白文 王锋印信

朱文 花印   

朱文 十日水五日石

白文 山水有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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