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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野寒林自古就是文人骚客喜爱吟诵的景色，但书画却不等同于赋诗。在中国古代汗牛充栋的山水画作中，

真正画出像范宽《雪景寒林图》那样让人过目难忘的雪景山水的，大概也颇为稀罕。究其原委，还是白雪皑皑的

景色要完全通过留白获得表现，终不是水墨写意本体最擅长的表现语言，毕竟随着笔墨的积聚，画面上延展的色

度是个渐画渐浓的过程，而不是厚色覆盖能以浅压深的程序。或许，中国历代山水画家都曾被雪野寒林所打动，

却也因笔墨语言的独特及局限而难以真正呈现他们所见所爱的雪意景色，至多只能像倪瓒那样以《渔庄秋霁图》

等的深秋之景画出荒寒的意味。

何立新的北地雪景山水，其实也不画鹅毛大雪“落幽燕”那样厚厚的雪景，而是画薄雪轻覆地表或风尽残雪

的那种景致，从这种取景上所形成的雪意，便具有了浓郁的荒寒意境。就此而言，他画面的文化内涵更接近倪瓒、

渐江那种瘦削孤寒、荒漠冷寂的境界，而不是让画面停留在对北地雪景的表象描写上。这种残雪之景的选择，除

了文化意涵上的丰蕴，还来自留白的雪景只占其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另外三分之二的丘陵、山地、野坡都完全依

靠山石的传统笔皴墨法来绘写，这显然为笔墨语言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巨大的艺术创造空间。

何立新北地雪景山水吸引人们的当然不止这些。作为一个现代画家，他作品的现代感首先来自于他的画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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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极富视觉观看感的镜头截景语言。他的这些山水画已脱离了传统山水画意象性的三远构景法，并以焦点透

视形成的纵深空间将人们带进现场；而且，这些画面往往以远焦距的镜头将那些景物置于深远的平面中，在深远

的某个焦距上拉平物象的前后远近距离。他画面的截景，还喜爱以半斜下倾的视角来俯瞰大地，这使得他的画面

较多地聚焦于山坳、谷地、荒坡的描写，在看似没有太多奇崛山峦的构图中，凸显谷地荒坡那些小幅度高低变化

却又无不充满交错崎岖与纵横坎坷的罹变。

显然，何立新画面的这种镜头感，也最大限度地凸显了他对于那些山地雪野的写实性。这种写实，让人们看

到了以意写风景为表现语言的那些传统山水所不曾描绘出的细节。那些没有被残雪完全覆盖的田亩、泥土、山石

和荒草以及它们之间丰富细微的组合变化，一下子就成为画面表现的主角。毫无疑问，是那些并不概念的丰富细

节像输送生命之氧的血管那样，给他的画面带来了生命的意象。或许也可以说，他用西画风景的镜头语言来改写

了山水画的观看方式，写实的真切让人们体味了传统山水画构成荒寒意境的那些大地肌肤般的毛孔与褶皱。其实，

荒寒意境里，必然包含着山地雪野的粗糙和沧桑；而何立新给人们展示的，正是这些山野谷地被风雪侵蚀与岁月

磨砺的大地皱纹。

何立新北地山水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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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这些具有视觉观看感的风景，仅仅停留于视觉表象的捕捉，那么，这些风景也便不能进入中国画的语

境。他画面荒寒意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对笔墨的驾驭以及这种笔墨如何能够恰如其分地融入写实

的风景。他对于画面实景感描绘的追求，并未妨碍他对笔墨书写自由性的发挥，在那些没有被雪层覆盖的丘陵、

山石、土塬上，他以勾带皴、勾皴结合的方式塑形立骨，而且这种勾皴结合的皴法大多从传统“短条子”“乱柴

皴”变出，较少长勾线，尽量以短线、乱柴及苔点相互交错、互为糅合，追求“拖泥带水”的苍茫浑厚，加之适

度的纷披点染与浅绛着色，使得那些山石、泥土和田垄具有厚实却又温润的笔墨意蕴。

在描绘雪景的笔墨语言上，他没有借助明矾或白粉来涂绘或覆盖，而完全借助预留的空白作为雪层最洁净温

润的质色表达，他把对雪层的描绘完全留给对于那些从雪层底下袒裸出来的田垄、草丛、土堆和杂树的绘写上，

他不是依靠对于白雪画法的发明来呈现雪景，而是通过悉心观察与些微的描绘来呈现残雪的景象，尤其是这些细

绘并非西式水彩画法，而依然是通过笔勾意写来体现残雪的况味，这便体现了他在笔墨语言上的某种创造性。譬

如，他以多层积点成线的方式，来描写厚雪覆盖的田地及田地里的残茬、苗圃；再譬如，他以反复积点、点皴结

合的方法，来表现土路两侧被雪覆盖着的土坡烂泥。这些细节远观是真实的，近察则完全能够看出画家点皴结合、

反复积墨的艺术语言；其中，画家并不拘泥于对雪景具象的描绘，那些细小的土坡烂泥无不充满了画家对笔力、

笔性、笔速丰富多彩的创造性运用。或许也可以说，这些残雪之中裸露出的田垄、草丛、烂泥，几乎成为画家在

相对微小的面积里极尽其妙地发挥笔意墨蕴的处所。也正因如此，他的北地山水画作猛一看并不显现粗枝大叶、

酣畅淋漓的笔墨写意，而是把笔墨的写意性以及对传统笔皴墨法的研习完全融会到那些残雪景物的留白与墨写之

间，把人们熟知的笔意墨蕴分化为一种新的笔墨结构。从总体来说，他把大水渲染、浓墨重勾分解为小面积、小

立面的细勾密皴，并避免过于集中、过于大块的浓墨，从而使画面统一于灰色迷朦的荒寒雪意中。

其实，何立新并非一开始就画燕山余脉的雪景，他在山水画学艰辛的研创历程中，也曾染指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的太行山水新画法，以勾皴为骨并辅以大面积的晕染，在情境上以乡村风情的营造为画面抒发主题。但有

一点是前后贯通的，这就是他对于润笔湿墨的喜爱，而这种清雅风貌也成为他画北地雪景山水的笔墨格趣。的确，

与他周围那些画太行、燕山的画家相比，他的北地雪景多了几许温润和清雅，其格调自然也浑穆而古朴。相对于

他的那些乡村风情的山水，这些北地雪景山水疏离了甜俗，而增添了苦涩、萧索、荒寒的雅士意趣与文人风范。

应当说，何立新的这些北地雪景既画得很真切，也画得很虚淡。他在这些作品里并不描写人们所赞赏的山水

胜境，总是聚焦于那些平朴的、在许多人看来不堪入画的荒野之景。其实，他在这些自己曾生于斯长于斯的山谷

坡地之中，深切地寄寓了自己对于生命的感怀、对于素朴之美的吟诵，也正因如此，他画面定格的，也总不是近

景，而是中景甚或远景之外更遥远的空间，仿佛那残雪的远空游荡着他精神情感的幽灵。“人生到处知何似，应

似飞鸿踏雪泥。”这残雪留下的片断鸿泥，或许也是他对人生与生命感喟的另一种可以获得某种永恒的记写。

   2017 年 12 月 15 日于北京 22 院街艺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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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而是中景甚或远景之外更遥远的空间，仿佛那残雪的远空游荡着他精神情感的幽灵。“人生到处知何似，应

似飞鸿踏雪泥。”这残雪留下的片断鸿泥，或许也是他对人生与生命感喟的另一种可以获得某种永恒的记写。

   2017 年 12 月 15 日于北京 22 院街艺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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