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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这套《墨韵华彩——当代中国艺术名家》作品集，是一个期盼已久的愿望。

河北省沧州市地处浩瀚的渤海之滨，古老的大运河自城区穿行而过，承载了悠久

的历史与醇厚的文化积淀——这里曾涌现出高适、纪晓岚等文人才俊；工笔画大家展

子虔、韩滉也为这片沃土增添了亮丽的色彩。进入新时期以来，沧州的美术、书法艺

术创作异军突起，呈现出令人欣喜的繁荣景象。其中，尤以工笔画创作在全国凸显特

色与优势。 2015 年，沧州荣膺“中国工笔画之城暨中国工笔画学会创作、写生、培

训基地”称号，老、中、青三代艺术家潜心创作，刻意求新，诸多作品在国内外重要

展览、赛事中屡屡获得殊荣，为沧州美术、书法艺术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这套《墨韵华彩——当代中国艺术名家》作品集，囊括了沧州艺术家创作的国画、

工笔画、油画、版画及书法、篆刻等各个门类的上乘之作，代表了沧州美术、书法创

作的整体水平。众多艺术家根植于脚下丰腴的土地，或倾情于本土文化的反映与描摹，

在作品题材及风貌上凸显浓郁的地域色彩，自成门户，浑然天成，彰显出不俗的艺术

追求；他们或专注于创作技巧的研究与提升，不断汲取国内外艺术精华，以深厚的文

化底蕴，跻身探索创新的行列之中，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为沧州的美术、书法事业

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应该指出的是，出版这套《墨韵华彩——当代中国艺术名家》作品集，不仅能够

展示沧州美术、书法、篆刻所取得的成就，检阅沧州艺术家群体队伍；而且能够以此

增强画家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探讨，透过这个艺术视角，使外界更加深层次地了解

古运河畔一方水土的人文理念、文化内涵，以及历久弥新的艺术传承。从这个层面去

审视，出版《墨韵华彩——当代中国艺术名家》作品集，对繁荣沧州的美术、书法创作，

提升沧州艺术家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无疑有着非凡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沧州正处在建设“文化之城”的特殊时期，以高品质及灵妙隽秀的美术、书法作

品，为其填充必要的艺术元素，当属每一位画家、书法家应承担的神圣职责。我们相信：

这套《墨韵华彩——当代中国艺术名家》作品集的出版，将是未来沧州美术、书法艺

术的一个崭新开始，只要沧州的艺术家们不断探索，积极进取，就能够创作更多的精

品力作，营造起枝繁叶茂的喜人景观，奉献给这个美好的时代。

 王月周  河北省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 , 河北省画院版画院研究员 ,

河北省女画家协会副主席，沧州画院院长，沧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作品

多次入选全国大展并多次获奖。

马良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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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个片刻，紧接着一个片刻，连续成了生命的一个个状态。正

如野地里被风吹起的不知名的小野花儿，萌发、生长、盛开、败落

又回归大地。整个过程有快乐、痛苦、平和与超然。这就是生命的

滋味。快乐的时候，我们体会生命之轻，痛苦的时候感受生命之重。

我们在每个片刻中品尝流逝的味道，没有预知，主动地让被动主宰，

生命本身是一件作品，充满了扑朔迷离的创造性，我们每个人用一

生去完成。 

我常常丢失在童年的片刻里，现在的身体行走在过去的空间，

热爱童年的星空、森林、草丛和萤火虫。在无眠的夜里，会将童年

的片刻串成串，一点点慢慢滋润有些风干的心灵。 常常希望是一只

飞翔的鸟儿，在时光隧道中穿梭，在太阳的眼睛里找寻自由，那么

逍遥，那么自在。想把它们留下，刻在画里，就有了一次又一次长

长的释放。我的刀跟随着心去的地方，在木版上飘飞，用黑白两色

表达着关于生活的对抗与和谐的思考。我迷恋在一片片的刀痕中，

爱牵引着我，没有太多要求，只是慢慢地用刀向木版倾诉……                       

我行走着，是一个诚实的孩子，眼睛里正有一只悠然的鸟儿飞过。
自救（局部） 

版画原版 80cm×100cm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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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触摸的真实
    ——读马良芬作品

陈德胜

再也没有比马良芬的木刻更能使我着迷的艺术作品了，她那深

刻的表现形式，甚至有些尖利了，而对人物的表现，甚至超越了人

为的控制，进入了另一生命形态。我以前认为，版画，一不小心就

会弄成“机械”味道，有些“研制”的成分在里面。而马良芬的作

品不是，她的感觉世界是与其作品高度重合的，她找到了自己梦幻

世界再过渡到现实“木质”世界媒介，她高度提纯，把木板上多余

的东西去掉，进而显露出那古老的象征境界。在她的作品面前，有

一种诱惑的元素在里面，夸饰的刀痕、小动物的天真、人物对真理

的向往等是要把人带进去的，她有这种力量。这也许是读者想要的

生活。

时空的瞬间
版画原版 100cm×92cm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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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马良芬的作品有必要强调的是她有一种完整性在里面，这

其中之一是黑和白的颜色：黑和白的组合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这样的视觉是扭结和颠覆的，令人过目不忘。黑和白也是原初的世

界，它可以漂浮、自由上升并自由转换，有着无数条通道，远近自如。

之二是她的线条：马良芬可以把线条布满整幅画面，空隙很少，这

样可以从局部开始一点点地延展，从线条中思考在这幅画中的意义。

马良芬可能压根就不是所谓“歌颂”式的画家，而是从她的刀锋上

看更像是一个哲学型的艺术家，因为她的线条本身，就是故事形象。

之三是她的题材内容：她利用虚构的形式，创造了艺术的真实，她

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她也通过木刻的形式，直接剥开人的面目或

衣着，进入事物（人）的肌肉和灵魂。

在题为《飞动的云》这件作品里，画面是一个男人，后面再加

一个女人，男人戴着眼镜，一个老派的知识分子形象，划着双桨，

他们在一条船上，周围布满了荷叶和云朵。这是一个人的生活片段，

他们是微笑的，在这笑容背后有一种对未知生活的向往，具体向往

什么，我们不知道，也许是版画家自己的向往吧。因为是“飞动的

云”，所以是可以流逝的，可以滑动的，是可以伴随着周围的“荷”

与“云”一同开放和灿烂的。我固执地认为《飞的日子》这件作品

一定来自马良芬的梦境，同时也使我想到了宫崎骏叙事风格。在一

个大杯子里有一个孩子和一辆自行车，杯子里同时还要小鸭子、水

和一些丝织物，这些元素似从某一个不为人知的区域冲泄下来的，

充满着动势。看了这个呐喊的孩子我想到了自己的童年。我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像这个孩子的年龄的时候，正经历着“文革”，因为

种种禁锢，反而使我的“梦境”十分宽阔。高妙之处在于，马良芬

表现的不是一般所谓的“儿童”题材，而是关于时间、秘境、记忆、

暗物质等方面的大话题。在画面中，马良芬从不去为画面界定一个

我们周围俗称的空间和景物，总是为我们再造一个真实。她还有一

幅作品叫《生命的守望者》，一个老者，一张苦难的脸，仰望。可

贵的是马良芬把他的眼睛刻画的如此绝望、无助和枯干，双手紧握

着只有马良芬可以赋予（他们）的或植物或建筑或编织物，这是画

家独有的艺术符号，也是一个艺术载体，她的《巢》系列也是这样

的艺术形式。这个可以抓握的“物件”构成了对人物特有的挤压和

隔阻，这个“物件”的根系还十分发达，人们无论如何是不知所踪。

在这个人物的背后那些繁密的东西重压着他，为了“破”这个重压，

生命之重与生命之轻（局部）
120cm ×90cm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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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芬在人物的头顶放飞了一只轻盈的小鸟。

因为版画独特的表现形式，有着精怪歌谣的梦幻，打破常规组

合的想象画面。

似乎马良芬天生就是一个艺术家，同时她也找到了刀和木的样

式，她的作品具有一种原始性和挑战性。很多画家是戴着面具的，

也许他们也没找到摘掉面具的方法。马良芬没有面具，她一定知道

什么东西是震撼心灵的。马良芬那犀利的刀笔、奇异的场景、超拔

的想象力成为了一个超越时间控制的版画家。马良芬的刀锋语言坚

持着自己的见解，坚持着对世界，对人性，对大自然和动物群落的

诉说和创造，从这种意义上说，她保持着内心的完整，用独立的思想，

修为了一个超验的艺术境界。

有苦瓜的季节
版画原版 50cm×40cm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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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的梦境之门

李文岭

１

马良芬的版画，创造了多重的梦境之门。当阅读者进入这一重

梦的门之后，会发现还有另一重梦的门在等待着开启。谁来开启下

一重梦的门？是需要画家和读者共同斟酌的。这一重梦含义，会牵

动读者期望对下一重梦的解析。马良芬凭借版画艺术的力量，可以

为你设置多重的梦境之门，也可以为你开启多重的梦境之门。然而，

有一扇关闭着画家和她的画核心神秘的门，会不会被画家或读者真

正打开，是值得探讨的。

探讨的过程，会让读者在堕入画家的梦之后，还可能会堕入自

己的梦。一个关于梦的梦。

　　

２

在马良芬的版画中，透明的玻璃瓶和高脚玻璃杯被重复使用。

这样的重复是别有用心的，是画家对于梦的强调。这是画家独有的

瓶装的梦或杯装的梦。也只有在梦中，女人、大树、鸟儿和倾斜的

十字架，才可能被安装在瓶或杯这一类的器皿中。并非是神话，并

非是童话，唯有可能的是梦话。这是一个被画家认识和表现出的一

反常态的梦。反现实的常态，是马良芬版画多重梦境之门的第一重门。

走出这样的梦境回到现实中来，我们也许会省悟画家对于现实生活

常态的省悟。也许会从马良芬的省悟中得到新的启示：自由是有限的，

追求自由是无限的。我们会从她的版画中发现限制和反限制的力量

在她版画的每一个细节中生成，这样的力量让马良芬的版画生成永

恒的静止和永恒的运动交互存在，让马良芬的梦世界更单纯也更复

杂。一个人抗拒一个世界，一个人争取一个世界，限制自己上天堂，

放纵自己下地狱，种种的努力与结果，在马良芬创造的版画的梦境里，

都是有可能出现的。马良芬的版画梦境，是现实的精神，是精神的

现实。不敢说马良芬版画的梦境是反现实的，可以说马良芬版画的

梦境是摧毁现实也创造现实的，甚至可以说是让现实不再现实的。

马良芬反常态的梦，可能让读者对于梦也对于现实或深刻或浅

显的理解。
孤独的飞翔

版画 138cm×92cm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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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绿色的自由》和《第一个清早》两幅作品，以不同的意义说

明同一个意义：情本体的意义。我理解马良芬版画情本体的意义，

是她用版画艺术的方式，判断和解释人之情的本原或本质在今天的

含义。刨根到“性”对于人情的追究，是马良芬版画多重梦境之门

的第二重门。进入这一重门，我们可以寻见一个骑鹅的裸体女人的

飞翔梦，这或许就是一次冲破天的飞翔，是马良芬式的飞翔。也只

有在这一类的飞翔中，生命才可能达成极高峰的体验。我们还可以

寻见或许是经验了这样体验后的《第一个清早》，两个狂热的裸体，

激烈地舞动着人本该有的大欢乐。在马良芬的版画中，高于天的人

情的理想得到了升腾甚至实现。马良芬刀下扭曲坚定地线条，夸张

准确地造型，确切地表现出她梦境中的欢乐样式。这是一个从原始

人到未来人都可能有的关于情本体的梦。马良芬的每一刀都是雕刻

她的情，将情刻画在画家自己的心上，也刻画在读者的心上。刀刀

舞动
78cm×75cm 2008 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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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心，刀刀入于心。看她的画，我们的心会肯定地被划上痕迹。

从马良芬版画的黑白世界中，我们可能发现出自画家内心深处

的高贵情感。

４

成就自己的版画艺术之道，是马良芬版画多重梦境之门的第三

重门。这是画家独自坚守的门。在这道门里，画家最可能的是让版

画艺术的梦变成艺术的真实。这样的过程，会召唤马良芬从梦境中

走出来，带着画家理想的状态，进入可能接通现实与梦境的大情境

和大思考中来，真正地觉悟中国版画艺术的大道，开创真正属于自

己的那一片艺术天地。也许，我们未必能够真正走进画家的那个真

正世界，因为艺术之道就是这样，它是属于真正悟道人的。可能的是，

我们可以猜想画家的种种可能。

看马良芬的版画，我们已经觉悟到了画家的艺术觉悟。

有爱在飞
版画原版 91cm×100cm 2012 年



10

纯粹的境界

宋源文

她，出生于松辽平原，在矿工的人群中成长，供职“园丁”“灵

魂工程师”，纯朴的心灵受过岁月的洗礼。

她，曾经苦读文化的经典。面对现代时尚，一度迷惑、失望。

幸而在艺术领域找到了解脱。

她生活在一个小城，独自选择了境遇尴尬的版画，时常要承受

种种压力，痴心经营她的方尺天地。

她沉浸于人生与艺术的求索，以人生征途上的自我完善，寻求

艺术征途上自我价值的体现。

她的创作冲动，全部来自真实的感悟。从那些不受时空局限的画面

中，可以看到：对于生命成长的眷顾于解析，对于生灵中和谐与龃龌的

微妙关注 ; 对于理想与爱情的向往；对于瞬间美感的品赏；对于生存空

间的依恋；对于生命气息的悉心洞察等等，都是出自她肺腑的心声。

生活中的她，常常为那些现实中种种阴暗的痼疾而烦恼和沮丧，

迫不得已时只能“逃”，更多的则是以追求真善美的境界而抗争，

就像《第一个清早》，她笃信力与美会将人们引向一个纯粹的境界。

她，正在经受着人生成长中的历练，正在迈向艺术征程中的一

道道门槛。她以人生境界的修炼，催进艺术的自由与超越。

她将会有更美好地作品，奉献给善良地人们。

                                                       2007 年 12 月

一片静心
45cm×50cm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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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尽天涯
92cm×80cm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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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伤痕
80cm×17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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