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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希文简介
钮希文  蒙古族，1941 年 9 月出生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自幼酷爱书画艺术，师承任

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数十年寒暑不辍，创作出大量反映驼乡人民生活情趣和

骆驼水墨画作品，多次入选各种大展，且有部分作品获奖并收入各种画集或报刊上发表，

有多幅画作被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及港澳台地区的博物馆 , 美术馆以及

有关单位或知名人士收藏，有近三十幅作品被各级政府作为礼品赠送国际友人。1995 年 8

月和 1997 年 6 月曾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地艺术中心与其弟钮希江联

合举办画展，得到画界及社会各界的好评，北京电视台进行了专题采访报导。2012 年 8 月

在家乡阿拉善盟与儿子钮维举办书画作品展，阿拉善盟电视台作了专题报导，并出版钮希

文、钮维书画作品集《情满驼乡》。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

会内蒙古分会会员，阿拉善盟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宁夏书画艺术发展促进会艺术顾问。

作品被编入《中国美术家》《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中国当代美术家人名录》《飞鸿集》

等多部书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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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文兄画册序

我是先认识希文兄的画而后才认识他本人的。

那是在贺兰一中上初中时，有一天去新华书店，因是过年前夕，书店里挂满了好多好看的画，其中

有一幅名为《三个小羊羔》的画，其署名是钮希文，从此我便记住了他。

时空穿越了三十年，大约是 1990 年后，有位朋友要到阿左旗探亲，邀我同去。我知道这位朋友喜

欢字画，于是我建议顺便到希文家一趟，看看希文画的骆驼。这一去，朋友和我看了希文的画，都很激动。

朋友经济条件好，于是还买了希文兄的一些作品。这次见面算是见了庐山真面目，以后我和希文兄的交

往也就多了起来。

这次希文兄作品集要我写序，说实话，此类文章我很少涉猎。鉴于希文兄再三恳请，我只好试一试。

希文兄的父亲是满族，而母亲是蒙古族，希文在 1941 年 9 月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其父在阿左旗

经商，家庭经济状况不错，家里还饲养了许多骆驼，作为跑买卖的交通工具。因此，希文在幼年时期对

骆驼就产生了亲近感，这就为他后来画驼奠定了一种基础。他在六七岁时就喜欢画画，那时他的家境殷实，

家中四壁都挂了画，环境对他起了很大影响，于是他照猫画虎，持续不断，兴趣渐浓。他的父亲喜欢和

文化人打交道，有一个叫张宝善的（后来得知是地下工作者）在他家住了下来，此人擅长书法，希文受

其影响每天都在家练字写书法，后来开始临习颜、欧、赵、柳等帖。书法的学习，为希文兄的绘画增添

了一个翅膀。

十九岁时，希文在阿左旗银行信用部谋了一份工作，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的职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

发了工资就寄到北京的古籍书店购买了一套《介子园画谱》，自此便如饥似渴地临摹学习。1963 年，希

文到银川拜丁均、刘均威先生学习素描，从此对绘画越发有了信心。1971 年，宁夏举办首届书画展，当

时阿拉善左旗归属宁夏，钮希文的《边防巡逻》《剪羊毛》《保育》三幅作品入展，这为他的美术创作

增添了更大的信心。1972 年，宁夏成立美术创作组，归属宁夏文化厅，成员共有十多人，钮希文是其中

之一。直到 1978 年阿左旗重新划归内蒙古管辖，希文便又回到阿左旗，并在阿左旗文化馆从事美术工作。

希文在回首往事时，他眷恋在宁夏参加美术创作活动的七年，那是他精力和美术创作最为旺盛的时

期，也是他创作实践的一个转折时期。

钮希文为人正直、憨实，且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他画的骆驼速写

多达万余幅，仅以骆驼为题材的作品也有几千幅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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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传统绘画的篇章中，极少见到把骆驼作为专门的表现题材，这与文人们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

有着极大的关系。在一些名画专著中也只有清代画家华喦的《天山积雪图》中出现骆驼的形象。新中国

成立后，提倡画家深入生活，表现社会的进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才发展到今天的

艺术创作多元化时代。这为艺术家们的创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钮希文先生之所以抓住以骆驼为主

要创作题材不放，究其原因，一是环境造就了他。他生长在养育了他一生的浩瀚、悠旷而充满神秘色彩

的阿拉善，这里的驼队、沙海、绿洲、清泉、天鹅、峡谷、山林、羊群以及数不清的天然物种都使他如

醉如痴，是他挥之不去的记忆。这就是环境赋予他的力量源泉。其二，是理性使他有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

他不能放弃这个担当，他把这种担当视为生命，他要用手中的画笔不断耕耘，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

家乡的人民。

纵观希文本集画册，共收录作品八十余幅，每幅都充满了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的印记。最令人佩服

的力作《百驼长卷》，聚散有致，画中有成年驼也有幼驼，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或吃草、或饮水、或呼叫、

或追逐，情态各异，栩栩如生。看其画，如身临其境，使人产生无限遐想，这幅《百驼图》充分体现了

作者成熟的绘画驾驭能力。而另幅作品《驼乡人》则把人与骆驼的亲密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画

面充满了草原中的生活气息，其笔下草原人的形象无不充满着生活的激情，他们的生活有血有肉，绝非

是符号化标示。本集画册中还收录了不少小品式的作品，意趣横生，使人读后余味无穷。如《雁过留声》，

当大雁飞过天空，三峰骆驼似乎听到了什么信号，不约而同地在聆听，其神态静中有动，显然是人情嫁

于动物的一种情景，它向我们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合理性。另幅小品《童趣》，更是把驼羔的欢跳嬉

逗描绘得十分真切。如果没有生活的深入和作者的悉心观察是悟不出也画不出这样的作品，而且驼羔那

修长的腿部特点也是无法捕捉到的。

浏览整体作品，最值得肯定的是希文的画面是运动的，这与我们时常见到的一些画驼作品中的模特

画倾向是不同的。另外，在希文作品中出现众多的幼驼，这也是与众不同的一点，充分表达了骆驼精神

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是永恒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其艺术存在的价值并非单纯对形式和技法的探求，而是更存在于思想、精神和个

性方面。所以，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思想家，据此才能体现作品的精神和时代风貌。钮希文先生具备了这

方面的素质，其笔下才能情动墨涌，意味久远！

赵月松 

二 O 一四年十月七日于醉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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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驼为师为友 摹写大漠生灵

内蒙古有著名的驼乡阿拉善盟，阿拉善盟有著名的画驼人钮希文。钮希文先生的骆驼国画以泼墨写

意为风骨，写意中兼有细腻的工笔。他作画时，不用线描，不过寥寥数笔，或勾勒或浓淡渲染，一峰骆驼就

洇润于宣纸之上，有如神助：或在沙漠中行走，或在戈壁上奔跑，或在风雪中伫立，或与牧驼人相伴……

其形体、憨态、性情和灵动，跃然眼帘。须臾之间，这种大漠中的生灵，就一峰峰活灵活现地出现了，

令人叹为观止。北宋人文同画竹出神入化，人称“胸有成竹”，意思是他画竹时，心中已经有了竹子千

姿百态的影子。钮希文画了几十年的骆驼，已经到了胸有成驼、胸有群驼的境界了。骆驼在他的笔下栩

栩如生，充满着勃勃生命和精神的灵性。

画骆驼可称是前无古人的事。何以如此？因为中国的双峰骆驼，生长在大西北的戈壁和沙漠。古人

作画，多有中原地区马、牛、羊、鹿之类的题材，不见有骆驼的题材。这自然属于地域的限制。自有了

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骆驼就有了它的身影。可是，千百年来，画家却与骆驼失之交臂。也就是说，骆

驼身边没有文人型的画家，换言之，文人型的画家接触不到骆驼。这属于生活体验的限制。骆驼能出现

在文人记载和诗词中，但是，它却没有或罕见在图画中的形象。

骆驼出现在中国画中，是近代的事情。在当代，出现了一些画骆驼的国画家。比如，我们在刘大伟

的国画《丝路出行图》中，看到了骆驼的形象。画家以工笔和小写意的手法，表现了出行马队中骆驼的形象。

刘大伟、刘怀山等画家，据考证都是内蒙古人。还有其他画骆驼的画家，多为生活在大西北的新疆人和

甘肃人。这恰恰印证了画作与地域和生活体验的关系——艺术的源泉永远是生活。

我以为，钮希文先生中年时期的长幅 4 米画卷《驼乡人》，是他源于生活的上乘之作。画中有老支

书、牵狗的老额吉，包括几个戴彩色头巾的年轻姑娘在内的十几个牧驼人，无不生动鲜活，呼之欲出。

在欣赏这幅画作时，他介绍说：这幅画是他一晚上画出来的。这话令我十分惊讶。原来，那些牧驼人都

有真实的人物原型，是在这一群体的人物速写基础上，和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活体验中描摹出的群像。

我一时默然无语，无怪乎骆驼们的奔跑、行走、卧地和依人的情态，驼乡人勤劳、彪悍、质朴和自信的

神态，竟那样的亲切、逼真和传神，散发出草原的独特迷人气息……美哉，艺术的生活源泉！壮哉，钮

希文的辛勤和真诚！

——钮希文骆驼画作的艺术成就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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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文学艺术都发生于挚爱，发生于情有独钟。

钮希文先生出生在阿拉善盟，启蒙在贺兰山西麓的小城巴彦浩特，自幼对骆驼这一大漠的生灵耳濡

目染。成年之后，他因工作原因经常下牧区生活、采风，骑着骆驼奔驰在茫茫戈壁。骆驼不畏严寒酷暑、

忍饥耐渴、忠心耿耿、温良驯服的品格，深深触动了他。骆驼们永远能找到家园和主人，即使他们在归

途中因饥渴而形销骨立。在沙尘暴的肆虐中，忠诚的骆驼们会把主人围在中间保护着……他对骆驼由喜

爱、感动、挚爱甚至到崇拜，萌生了想用画笔表现骆驼的冲动和激情。他没有捷径可寻，只有刻苦地以

造化为师，以骆驼为师为友，画了大量的骆驼动态形体、牧驼人饮骆驼、姑娘挤驼奶、驼羔撒欢等的写

生和速写，对骆驼的嘶鸣、哀叫、威怒、顾盼甚至顽皮都收于画稿，铭记于心。然后运用中国画的技法，

摹写表现骆驼……几十年过去了，或漫漫沙海中采风，或陋室孤灯下潜心揣摩，甘于寂寞、淡然和倾注

心血的劳作，使他画的骆驼“豪放中见优美，浑厚中有细腻，刚健与柔美相济，色彩丰富又凸显单纯”。

钮希文的骆驼国画，已经蜚声海内外，堪称当代中国水墨驼画第一人。他的一百多幅作品被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及港，澳，台地区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以及有关单位和知名人士收藏。有

近 30 幅作品被各级政府作为礼品赠予友好国家、友好使团和友好人士。《牧驼图》《驼乡人》《路漫漫》

《驼乡的早晨》等画作，尤其脍炙人口。

一位画家这样评论：读钮希文先生的画作，是一种享受，一种愉悦，尽显着大璞大琢之大手笔。

一位著名作家说：钮希文的驼画来源于自然，升华于自然，回归与自然。他的画册《情满驼乡》，

是骆驼的天堂，是“沙漠之舟”的港湾……

一位评论家这样赞誉：钮希文的画作，已赋予生命的灵性和个性的迥异：驼嘴、驼步、驼峰、驼鬃

都能传神，凸显出大漠生灵本真的图腾意蕴……

一位行家说：他的画作，已经从写实向随心所欲的写意过渡，融入了时代审美的诸多元素，作品的

艺术更趋明快和本土……

钮希文则夫子自道：几十年来，画了数以千计的骆驼题材和驼乡情趣的画作，但觉得还没有充分表

达出我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今后，我想创立一种雄浑博大、苍古高华的新意风格，且具有雄健、精炼、老辣、

生涩的画风，用新的审美情趣丰富中国画的艺术内涵……

钮希文先生是一个做人、作画非常谦虚的人，他的骆驼画作必将更臻完美。他的双峰驼画富于中国

画的风骨和张力，也因他走向了世界艺苑。

马濯华   

（作者系宁夏作家协会会员 民族学研究者  作家）



08

目 录

01/ 童年的梦 /40cm×40cm 

02/ 驼乡三月（扇面）/31cm×63cm 

03/ 春　光《百驼羔》长卷局部

03/ 驼乡情《百驼图》长卷局部（2幅）

05/《百驼图》局部　

07/ 套驼图 /46cm×80cm

08/ 春风燕子来 /69cm×69cm 

09/ 月　下 /48cm×48cm 

1 0/ 曙　光 /97cm×97cm 

1 1/ 春　歌 /50cm×50cm 

1 1/ 胡林牧骄图 /45cm×45cm 

1 2/ 云天遥望 /180cm×49cm 

1 4/ 欢乐的回声 /60cm×60cm 

1 5/ 母子情 /69cm×69cm 

1 6/ 欢乐的一家子 /50cm×50cm 

1 7/ 春　醒 /69cm×69cm 

1 8/ 牧歌醉舟图 /180cm×61cm 

20/ 驼乡人 /408cm×70cm 

22/ 春之梦 /45cm×45cm 

23/ 春风舞雪图 /180cm×97cm 

24/ 沙海踏浪 /70cm×70cm 

25/ 清　歌 /45cm×45cm 

26/ 湖畔雁鸣 /50cm×50cm 

27/ 梭林新欢 /99cm×50cm 

28/ 暗香随笔落 明媚逐春来 /240cm×70cm 

30/ 漠上春来雁来时 /69cm×69cm 

3 1/ 哺　育 /50cm×50cm 

32/ 爱在春天 /69cm×69cm 

33/ 童　趣 /60cm×60cm 

34/ 大漠情怀 /276cm×70cm 

36/ 红　日 /50cm×50cm 

37/ 红柳情 /45cm×45cm 

38/ 豪情可醉 /60cm×60cm 

39/ 胡林觅食 /170cm×70cm 

39/ 月光下 /120cm×36cm 

40/ 红柳满地动春风 /69cm×69cm 

4 1/ 背水姑娘 /69cm×69cm  

42/ 远　瞩 /69cm×69cm 

43/ 和美闲适 /69cm×69cm 

44/ 情暖驼乡 /180cm×61cm 

46/ 春光艳阳图 /240cm×70cm 

48/ 健步豪歌向天涯 /180cm×70cm 

48/ 大漠早春 /137cm×70cm

49/ 大漠春早驼声悠 /170cm×69cm 

49/ 大漠骄子 /137cm×76cm 

50/ 任重道远 /60cm×35cm 

5 1/ 瀚海牧歌 /70cm×70cm 

52/ 秋风润 驼运昌 /170cm×69cm 

52/ 踏歌行 /130cm×70cm 

53/ 嬉 /40cm×40cm 

54/ 情　深 /40cm×40cm 

55/ 春之梦 /66cm×43cm 

56/ 春风醉舟图 /180cm×97cm 

56/ 漠野晨风 /180cm×97cm 

57/ 春天的歌声 /69cm×60cm 

58/ 春之歌 /66cm×33cm 

60/ 相依情深 /50cm×50cm 

6 1/ 秋林漫步 /45cm×45cm 

6 1/ 秋　韵 /50cm×50cm 

62/ 舞雪图 /45cm×45cm 

63/ 贺兰山下 /69cm×69cm 

64/ 踏月归来 /45cm×45cm 

65/ 春到驼乡情意浓 /180cm×70cm 

65/ 湖畔春声 /66cm×43cm 

66/ 十五的月亮 /69cm×69cm 

67/ 雁过留声 /50cm×50cm 

68/ 雪中情 /69cm×69cm 

68/ 雪　夜 /69cm×69cm 

69/ 风雪归舟图 /50cm×50cm 

70/ 驼乡三月 /45cm×45cm 

7 1/ 迎风而立 /69cm×69cm 

72/ 牧歌晚归 /130cm×70cm 

72/ 雪天遥望 /130cm×70cm 

73/ 风雪牧驼图 /170cm×69cm 

73/ 饮 /137cm×70cm 

74/ 大漠春早驼声悠 /49cm×180cm 

76/ 秋　韵 /45cm×45cm 

76/ 一片彩霞迎暑日 /70cm×70cm 

77/ 豪　情 /66cm×43cm 

78/ 瑞雪纷华 /180cm×49cm 

78/ 风雪归舟 /240cm×70cm 

79/ 胡林雅韵 /90cm×90cm 

80/ 套驼图 /180cm×80cm 

82/ 套 /137cm×70cm 

84/ 远　瞩 /50cm×50cm 

85/ 胡林清香 /60cm×60cm 

86/ 速写稿

01



01

童年的梦　40cm×40c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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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乡三月（扇面）　31cm×6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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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光《百驼羔》长卷局部

驼乡情《百驼图》长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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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驼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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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驼图　46cm×80c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