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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实录

 花间鸟鸣
——徐士钦的花鸟画

文 / 郎绍君

徐士钦、李勤伉俪，是我在天津美院读书时的同窗，李勤还

与我同修美术史论。毕业后，他们被分配到唐山，先后执教于河

北轻工业学校、河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徐士钦从事中国画教学

和创作，李勤教艺术史论及中国画。夫妻传道授业，孜孜不倦；

切磋艺事，琴瑟和谐。日前，徐士钦寄来画册及即将出版的《艺

术家实录——徐士钦》一书资料。我知道士钦能画，但集中看到

这么多作品，还是首次。

徐士钦的画主要作于近30年。20世纪80~90年代，她主要画工

笔，新世纪以来，主要画写意。无论工笔、写意，都带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一望而知是奠基于新中国时期，成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这

一代人的风貌。天津美院5年，主要学习素描和色彩，培养了较强

的造型能力和外景写生能力，又接受过张其翼、李鹤筹、李智超、

孙其峰等先生的指教，对传统绘画有感情也有相当的理解。后来的

工笔和写意花鸟，都筑基于青年时代这一学习成长环境。

徐士钦工笔画，大多作于20世纪80~90年代，即约40~60岁

间。这20年，欣逢国家改革开放，提倡思想解放，也正值画家精

力旺盛的壮年。不过，工作上兼顾教学与创作，家庭里有老有

小，而画工笔费神费力，她与李勤日夜拼博，即使疾患缠身，也

从未罢笔。作为老同学，我深知他们奋斗中的艰辛和创获。

徐士钦的工笔画大抵有三种类型，第一类，以《春意》《梨

花戴胜》为代表，可称为“传统型”。1985年的《春意》，绢本素

底，折枝构图，画白海棠，细勾，精染，白花如雪，蜂蝶翩飞，

格趣古雅，是典型的传统风神，从画面可以看出与张其翼等先生的

师承关系。1987年的《梨花戴胜》，亦为折枝构图，纸本素底，细

勾慢染，明媚清丽，略似陈之佛一路淡雅画风。这类传统型作品

不多，但它们标志了画家的传统根基和一个艺术时期。第二类，以

《金色季节》《秋韵》《花玲珑》等为代表，追求现代感与新鲜趣

味，主要特点是构图多满，染画底色，有光色表现，间用非笔墨制

做法。总的看，这一类作品更重视外在形式，吸取了新时期比较流

行的画法，有更强的现代特点。第三类，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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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士钦：河北涿州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曾执教于河北轻工业学校（现华北理工大学艺术学

院）。1961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师从孙其峰、张

其翼、爱新觉罗·溥佐诸先生。擅长工笔及写意花

鸟画。继承传统，融汇中西，有大量工笔画、年画

和写意画作品获奖、出版和发表，在画坛颇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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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徐士钦 / 王治平

笔精墨妙，心物合一——徐士钦、李勤先生的花鸟画艺术 / 曹宝泉  王晓辉

画坛伉俪比翼飞——谈徐士钦和李勤工笔画 / 刘树杞

孙其峰教授信函 / 孙其峰

感物移情——中国古代工笔花鸟画表达思想内容方式的探讨 / 徐士钦  李勤

道静书屋学画断想录 / 李勤  徐士钦

关于母亲 / 李小雷

我眼中的奶奶 / 李想

我的崎岖从艺路——徐士钦八十自述 / 谷妍

后记 / 徐士钦

代表性作品如《雨情》《珠圆玉润》《白梅麻雀》等，是一种过渡

性风格。三种样式显现出徐士钦工笔画创作的多面性，也反映了作

为当代画家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时的两难性特征。                                     

21世纪15年来，主要画写意花鸟。如果说工笔作品表达的更

多是艺术理性，写意作品则回到了艺术感性。由于有严谨的白描写

生和精致的工笔基础，士钦笔下的写意花鸟画得轻松自由，似乎不

择纸笔，任情挥洒，勾点泼画，倏忽完成。笔墨法与制做法兼用，

在同一幅画中，常交织着笔墨意趣和肌理效果，典型者如《幽谷》

《途中印象》《雨中》等；讲究墨色与彩色配合，如《白芍》是

淡墨、淡紫与白色的统调，《意》是中淡墨与中淡红色的统调；喜

爱和突出水法，求其色墨淋漓、朦胧虚幻的意趣，典型者如《雀忘

归》《秋意》等等。李勤《学画断想录》说：“刻意作画得形似，

纵情涂抹见精神”，也表达出徐士钦写意画的追求。

《工笔花鸟画技法研究》是李勤、徐士钦合写之作，分上、

下编，上编为“理论”，从格物穷理、感物移情、置阵布势、

圆非无缺、笔情墨韵、解体重建六个方面论述了工笔花鸟的源起

与发展，表达内容的特殊方式、构图、笔墨色彩和开拓创新的途

径。下编为“技法”，阐释了工笔花卉画法，工笔翎毛画法，特

技制作画法，以及整体的创作步骤，附有精美的插图。这部集

画史、画论和实践经验为一体的著作，集中了两人的知识与智

慧——李勤理论多些，徐士钦实践多些，恰好互补，弥补了一般

技法书缺少理论性，理论书缺乏实践性的不足，也为我们了解他

们的绘画提供了很好的解读。

徐士钦题画有句曰：“鸟鸣幽谷我亦歌”。祝愿她的歌更精

彩动人。

 2015年8月于北顾楼

郎绍君：河北定州人。毕业于河北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中

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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