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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识殷会利，是通过他设计的邮票。他设计的邮票作品

有《张闻天》《李立三》《聂荣臻》《第二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四十七届国际宇航联大会》《野羊》《野骆驼》《马鹿》《昆

虫》《鹳》等。这些邮票作品得到了专家和群众的广泛认可，在竞争

激烈的邮票设计中屡屡问鼎。

邮票的设计，是在方寸间经营、表达和诠释。这方寸间的经营，

在殷会利的新作焦墨人物作品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焦墨亦可称之为枯笔、渴笔，是一种最古老的中国画技法。数千

年前出土的彩陶上的图案，基本都运用了焦墨技法。唐以前，包括唐

很多画家画山水时，也多以焦墨勾轮廓，偶尔用同样的焦墨皴擦几笔；

到最讲究笔墨的元代，画家追求宁静致远的境界，开始多用淡墨渴笔，

但王蒙这样的名家偶尔也以焦墨作画。明代程邃更是以焦墨著称，黄

宾虹晚期作品多有枯笔山水，画风浑厚华滋，笔墨浓郁深沉，为焦墨

画者之楷模。当代画家张仃也钟爱焦墨画，并使焦墨山水画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

殷会利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认真研究中西绘画的共性与个性，

研究中国画的现状，从中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创造了带有强

烈个人风格烙印的焦墨人物画。

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焦墨画在用笔上的内涵和难度，常把焦墨画

和素描等同，认为焦墨画无非是用毛笔在宣纸上画素描。事实上，在

焦墨画中“用笔”是它的特点，但也是它的局限，“用墨”和炭笔素

描有着本质的区别。焦墨的特征是干、涩、浓、乌、不流不洇，无法

依靠水色等材料制造偶然效果，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它纯粹依靠画

家理性的布局能力，技术上的掌控能力，作画过程中激情和抒情的节

奏控制能力，使画面一气呵成，达到某种境界。

殷会利在人物写生创作中，把中国画的“用墨”发挥得淋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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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他善于运用干涩、粗犷的焦墨，表达一种力量，一种苦涩，一种

大气。他的作品有强烈的体面感，利用笔的顿挫、飞白、粗细变化来

刻画物象，使画面有血有肉，呼之欲出。面与面之间既破又不破，既

对立又互补，从而达到凝重而又灵动的境界。从构图、布局、意境、

笔墨各个角度看，在他的作品中很多的笔法、墨法、皴法不是从古人

中来的，而是从写生中直接汲取而来的。可是在观者的眼中，这就是

一幅地地道道的中国画，而不是一幅宣纸上的素描写生。

当今，现代艺术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现代水墨画的探索也由此

跃向了一个全新的表现层面。追求思想深度、精神空间、语言纯粹的

现代水墨意象造型，越来越广泛地受到艺术家们的推崇。在殷会利的

焦墨人物画中，我们读到的是现代水墨画强调的画面的现代意识和构

成意识、笔墨的抽象性、个性化的艺术感受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他

把握住现代意识，抓住笔墨、形式与意境，强化构成，打破画种、画

法的界限，借鉴包括西方现代艺术形式在内的外来因素，融会贯通，

使艺术表现语言达到彼此交融、互为生发的艺术旨趣。

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五色令人盲。”黑，抛弃了华

丽的外表，更加接近世界的本真；白，执着于纯粹的自我，更接近某

种人性的本质。黑白，使我们将色彩世界里的兴奋、刺激、沉静、迷

茫……诸种情绪化为理性的思考，直面所谓斑斓的人生。殷会利的焦

墨人物画《蒋兆和》《齐白石》，从经营位置来看，就可以看出作者

的慧心独具：大量的空白，省略的外轮廓线，概括的面部结构……使

我们用冷静的目光再度审视那些黑白块面时，似乎感受到画面里透出

了汉画像砖的远古气息。

黑与白，如同生与死、男与女、阴与阳，如同高低两弦的变奏。

殷会利在创作中越发体味到黑白之妙，相比于五彩，它纯粹而简约。

殷会利在黑与白的极致中，创作出更加深沉有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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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会利的水墨人物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焦墨，一个是造

型。这两个特点是视觉表象，表象之下还有更深层的意思。

在殷会利的画中，形式是第一要素，而形式的根本在笔墨。说

到笔墨，人们总会想到传统的水墨画，墨分五色，皴擦点染之类，殷

会利和这个传统的关系不是继承和发扬，而是解构。他追求的不是笔

墨本身的完美，不是古人的情调和趣味，而是把笔墨语言的某一局部

抽取出来作为再现的手段，他用这种手段来表达现实的经验，媒材

（笔、墨、纸）可能都是传统的，但创造出来的效果却是现实的，也

是现代的。殷会利的形式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建立在焦墨的独有的

表现力和现实的关系的基础之上。焦墨从传统笔墨中分离出来，又是

通过对现实的依附产生效力，他的笔墨是因现实而生动。在他的画

中，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殷会利有一个坚实的现实主义基础，这也

是一代水墨画家特有的特征。当下的水墨画家渐渐远离了这个传统。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水墨画的学习与训练都是按照现实主义的要求来

进行的，也就是说，先有造型的基础，再用笔墨来造型，笔墨不是自

身的趣味，而是让形显现出来。在当代艺术中，笔墨与造型似乎是一

对矛盾，强调了笔墨，就要舍弃形的再现；或者反过来，真实地再现

了对象，笔墨的趣味就会大打折扣。也可以说，关注了题材就忽视了

形式，表现了形式又远离了现实。殷会利就是面对这样的矛盾，而且

想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矛盾。

水墨画中的笔墨主观性是很强的，很多画家都把笔墨的表现作

为艺术表现的终极目的。笔墨的变化都要依托具体的对象，在传统的

水墨画中并没有抽象的传统。殷会利的画也是如此，他有着对于形式

的强烈追求，在画中也包含着某些抽象的因素，但是，现实的客观对

象却是他笔墨构成的基础，这是他的独特之处。焦墨的特点也在于笔

和墨，对于形的准确把握，是通过笔的运用来实现的，在这儿，殷会

利没有按照中国画的传统孤立地表现笔法之美，而是用笔的运动准确

地表现形的结构与关系。形的关系本来是很复杂的，尤其是空间中的

形，在光线作用下的空间关系，黑白灰构成的三维体积，形体在空间
004殷会利作品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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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运动变化，等等，西画是运用科学的手段如实再现这种复杂的关

系，中国画则是强化主体的感受，简化空间与体积的关系，以线条的

概括和凝练来表达自我的感受，这是借景和托物，而景物本身并不重

要。殷会利的画法是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对象被作了极少的简略，但

仍在真实的框架，这种真实性为笔墨的运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焦墨

省略了复杂的笔墨层次，着重对象的直接表达，同时笔墨之间也构成

自身的趣味。殷会利的焦墨首先是表现具有体积关系的对象，但不是

通过轮廓线的概括，而主要是利用光线的作用来把握形体的背光的侧

面，省略受光的部分。形体如在强光的照射下，体现出强烈的黑白反

差。受光的部分点墨不沾，完全是一片空白，但空白并不是空无，它

有如雕塑的负空间，仍然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这种存在的感觉也是一

种想象力的补充，由于笔墨集中在暗部的塑造，亮部在想象或联想中

衬托出来，完成形象的整体。在这个过程中，笔墨的作用相当重要，

浓重的焦墨构成形象的基本依托，在没有任何中间色（浅淡的墨色）

过渡的情况下，用笔的准确性显得十分重要，这种准确首先反映在形

象的结构上，每一笔都在恰当的位置，这要求画家对人物的结构、比

例和运动有准确的理解，有坚实的造型基本功。在这个基础上，笔墨

构成自身的趣味，焦墨并不“焦”，水墨毕竟不是素描，画家是利用

明暗的关系充分发挥笔墨的表现力，但不是真实地再现明暗。

同样的道理还体现在结构上，结构有两种关系，一个是人体的

解剖结构，一个是笔墨自身的结构。解剖结构本来不是中国画表现的

对象，但自现实主义的主题进入中国画创作以来，学习解剖，准确造

型成为中国画（人物画）训练的必修课程，但与西画依靠明暗和光线

来表现结构不同，中国画是利用笔墨的深浅关系，直接表现结构的突

出部位。殷会利将这种画法做了进一步发挥，省略了层次，也省略了

线条，直接用焦墨表现结构，墨色之间的飞白自然形成结构的轮廓，

形象坚实有力，强烈的视觉反差有一种特殊的形式感。而且，焦墨本

身的颜色与自然的颜色融为一体，形象的沧桑与焦墨的作用是分不开

的。对焦墨恰到好处的把握、准确的用笔、敏锐的观察力和扎实的解

剖基础，是实现这种效果的必要条件。殷会利的焦墨不只是利用明暗

和结构表现具体的形象，重要的是，他在笔墨本身的结构上取得突

破。在描述性题材上，画面有众多的人物和场面，对殷会利来说，这

似乎只是笔墨与符号的关系，不着重场面的刻画和人物的塑造，而在

墨色与墨色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感觉来把握的。人和物被焦

墨简化为一个个墨色的印记，白色的纸底构成墨色运动的空间，密集

与单纯、纵横与交错、平稳与张力，都通过焦墨、枯笔和线条的关系

体现出来。在这儿，视觉的关系已接近抽象，但它又完全是从现实的

对象演化而来。

应该说，此前已有很多人尝试过传统水墨的现代化，但总是在现

代主义的观念和主观表现上纠缠不清，不是传统抛弃太多就是旧瓶装

新酒。殷会利走的是新传统的路子，即现实主义的水墨人物画，这不

仅是他的人生经历，也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现实与主体的一个交叉路

口，笔墨不脱离现实，创新维系着传统，主观的表现立足于现实的体

验。因此，他的创新不会流于浅薄，而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深厚。就像

他的焦墨，与人生和现实一样深沉。是他对笔墨的独到理解或是对生

存的深刻体验，或两者兼而有之，才有这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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