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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之行者
——我看董光久先生的中国画

董光久先生在当代民间书画家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我所说的民间带有普遍意义，从成大器者看，书法之邓石

如、中国画之齐白石就是代表。他们艺术表现在其个人经历、艺术成就、独立个性和成熟方式等多个方面，都是具有

典范作用的。因而我们作为研究也好，作为推介也好，对于此类艺术家的成长解读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当代人

们普遍认同的主流书画家队伍，也是一种积极的借鉴和参照。

光久先生的生活经历是艰辛的，也是丰富的。平时感觉木讷少言，低调自律，是个很踏实也很执著的人，平凡

的机遇与不平凡的经历就是其艺术生活的全部。他做了几十年基层美术工作，青壮年时期从事的主要是戏剧、影视宣

传、舞美设计，同时应需要还经常参与基层的一些社会活动，如各种类型的展览的筹办、宣传壁画的设计等等。犹如

农村的泥瓦、竹木匠，从农村建房，制作犁耙、家具，到修理粪勺，样样触及。因此，为了适应需要，国、油、版

画，包括雕塑等都一一涉及，然无一能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纯属实用而已，几无艺术可言。然而，能把自己

喜欢的艺术作为自己的工作，对于基层书画作者来说，光久先生无疑也算是幸运的。离开工作岗位后，他于2000年开

始逐渐走上职业书画家的道路，专攻中国画及书法。他对书画的爱好是伴随始终的，是典型的游于艺的状态，这种状

态是游于心也是游于身的。传统的艺术、身心的游历从来都是没有分离过的。

从光久先生的画看，还是属于纯粹的传统文人画的范畴，注重笔墨与情感的表现，其艺术实践道路有着鲜明的

个性特征和当代意义。

坚守与思变。作为中国画家，光久先生是传统文人画的坚定守卫者，在学习中国画的过程中，对于如何画好自己

的画，他赞同大多数同道的观点，重要的是要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画家必须做到对传统绘画及绘画理论的深入研究

与理解了，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以及多元素文化修养的积累，加之功精力勤，持之以恒，否则是无法画出好作品的。

他较喜欢中国画的水墨大写意，以花鸟为主，山水、人物偶尔为之。在读画与实践中，无论古今、年龄长幼、

画种类型，在他眼中的好作品，他都用心去赏读，不存偏见。读后有何收获不去苦想，只是感受在赏读的过程之中，

明代的青藤、白杨，清代的扬州八怪，近现代的吴昌硕、潘天寿、齐白石、张立辰先生，在他们的作品中，他都能心

性所寄，找到自己那一份情感，那一份心会，经常研究揣摩。

有论者对于书画的进程提出突变、渐变与不变三种境界，光久先生是愿意接受折中一点的渐变。渐变应是更符

合自然的成长规律，突变不能说没有，那应说是极少数的天才们才可以做到，顿悟是在积淀深厚的底蕴与思考中获

得，即炉火纯青、水到渠成。渐变应有别于突变，不变当然是不符合社会的进化规律，将很快被社会淘汰。创新是促

进社会进化的必然，但对于刻意追求新奇诡异的书画作品之所谓创新只能是自欺欺人、昙花一现。新、奇并非是好，

新、奇与好在艺术理论上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概念。真正的创新，风格的确立，均是在渐变中不断成熟，由渐悟到顿

悟的。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林风眠、赖少其，大师们风格的确立何尝不是如此？从光久先生近期出示的一些新

作来看，他也在尝试一些现代元素的加入，加了点西画的成分，画面更加丰富而具新意。

陈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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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与民俗。本土艺术与儒家思想的融合，一切艺术都是中国文化的外化和缩影。从光久先生的艺术实践来

说，他的追求深受民间文化的熏陶，是在雅与俗之间游走，这是传统的惯性，是自我个性使然，也是市场的需要。传

统的中国画是讲究笔墨的，讲究性情的，讲究中庸的，这些也都是光久先生所追求的，也许有意，也许无意，这是中

国传统画家骨子里的东西。

光久先生自认生性笨拙、迟钝，正因此，就有了一种愚澈而平淡的心态。他没有妄求，多年的游历黄山，山水

滋润，花鸟性情，在草木与山水之间，追求一份闲适一份幽雅。他曾坦言：只要在不饿饭的情况下，我愿意坚持自己

的选择。他不想一味地迎合市场，更不想追随流俗。民间性是民俗的东西，性情是自我的东西，二者能结合地好，即

是所谓的大俗大雅，这一点上，齐白石是成功的典范。

追求与市场。当代艺术需要走向民间，走向大众需求。对于一个以此为生计的职业书画人，慢慢地了解了一些

市场规律，面对市场又多了分如何适应与保留一点艺术追求的矛盾，心里甚至是痛苦的。鱼与熊掌安能兼得？中庸思

想，调和了个人追求和市场需求。

对于在民间的市场经历，光久先生也很重视自身综合素养的培育。光久曾言：“书画一源，书法对于中国画，

我的体会是非常重要，我学书法主要是为我的画服务，为画增色，我的画自知水平低下，加上我的书法才免强可观。

我常看到一些朋友的画非常好，一题款后反而降低了绘画水平，我为之惋惜。当然我的书法只是与绘画相关，非独立

的书法艺术。”这些话，足以说明他清醒的艺术思想与为艺态度。

作为一个艺术家，光久先生无疑是坚定与勤奋的。他走的是传统书画家的成熟之路，这是一条没有炫目光彩和

掌声的艰苦的为艺之路，但我相信也是光明的传统书画之大道，我们期待着光久先生更加精彩的凤凰涅槃！

         

             

安徽省书协副秘书长

    合肥市书协常务副主席、秘书长  

2011年9月18日于棹雪斋

光久的墨语天地

2009年，黄山市美术馆新馆落成之际，举办了“盛世新安风——黄山市美术馆开馆大展”。这次画展集中了黄

山市三区四县包括婺源、绩溪在内的本地画家、黄山寓居外地的名画家以及外地客居黄山的名画家的作品。美术馆的

建立实现了几代黄山画人的梦想。开馆当天的仪式十分隆重，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展厅里更是人头攒动，观者如

潮。展品中有一幅题为《熏风入座来》的六尺整幅的荷花图十分抢眼。此图大面积使用墨笔画荷叶，并用刚劲有力、

如同写大篆一样的中锋画了许多莲蓬和荷梗，使之错落有致地穿插其中，五朵盛开的白荷在大片浓墨荷叶的掩映下分

外妩媚、高洁。背景用明亮的黄色调和少许赭红来表现阳光下波光荡漾的荷塘水。整幅画构图饱满，笔墨酣畅淋漓，

视觉冲击力很强。这幅画不仅普通观众很喜欢，美术界同仁也交口称赞。

创作这幅作品的画家就是董光久。展后有好几位黄山美术圈内的人向我打听董光久是谁，以为光久是刚从外地

来的画家，而实际上光久居黄山已有十年了。大家不熟悉他，是因为他从不张扬，也不喜欢应酬，再加上他经常往

来于黄山与省城之间，与当地同行交往不多，所以圈内竟有不少人不认识他。他的画室名为“墨语轩”。我注意到

“墨语轩”在蒋立功先生的笔下被形容为“流动”工作室，也许不经意间道出了光久先生的创作生活状态。蒋先生在

《“墨语轩”简述》一文中写道：“墨语轩主人不善言辞，贫于语言交流，经常呆在画室里默默不语，静对图书，勤

恳创作绘画作品，如此而已。”并用“默语”来解读“墨语”，认为“让笔墨与自己对话、与别人对话，这就是‘墨

语轩’斋号命名的初衷。”这段话与我对董光久先生的印象吻合。光久老实厚道，我与他相识十年，但相互交谈的时

间也许不超过十分钟。这次他出版画集，突然找我撰文，起初我颇感意外，但为了不辜负信任，便也承担了下来。

“墨语轩”的天地很广阔。作为一个书画家，董光久的能力是很全面的，这在当今的绘画界十分难得。他擅长

花鸟画，同时也画山水和人物。在花鸟画中，梅、兰、竹、菊、牡丹、荷花他样样精通。不仅如此，他的书法功底也

很好。一年前他还出版了个人书法作品集。作品集中有楷书、行书、篆书、隶书、草书，说明他书法的修养同样很全

面。他的书法功底为他绘画创作的笔墨运用打下了坚实的根基。笔墨站住了，线条劲挺圆润，放笔纵墨，如意挥写，

无论是作巨幅大画还是尺幅小品，都能够贴近文脉，彰显中国绘画的民族精神。

谈到花鸟画创作评论，宋代沈括的“论徐黄异体”影响最为深远。沈括说“诸黄（指黄筌一派）画花妙在赋

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徐熙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

有生动之意”。五代后蜀花鸟画家黄筌的画色彩妍丽，轻线勾勒，后人评“黄筌画多院体，所作类皆章法庄重，金粉

陆离”，形成了勾勒纤细、严谨写实、色彩晕染、格调浓丽的“黄氏体”。黄氏体由于适应皇家宫廷的审美要求，成

为宋初翰林图画院追求“格法”、“形似”的院体花鸟画的标准。而五代南唐的花鸟画家徐熙常画江湖一带的汀花野

竹、水鸟渊鱼，他改变了“勾勒填彩，旨趣浓艳”的画法，用粗笔浓墨，连勾带染来塑造枝、萼、蕊的阴阳向背，只

在某些局部稍加色彩，而不掩其墨迹。黄筌重于色彩，徐熙重于墨骨，形成了“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宋初花鸟画

两大流派。千百年来，历代画家们不外乎在工笔与写意、勾勒与没骨、色彩与墨笔对立中寻找着各自的不同取向，从

而演化为各自不同的面目。从董光久的花鸟画中可以找到宋初花鸟画两大流派的影响，从中吸收了适合他自己发展的

 俞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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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书协副秘书长

    合肥市书协常务副主席、秘书长  

2011年9月18日于棹雪斋

光久的墨语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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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许不超过十分钟。这次他出版画集，突然找我撰文，起初我颇感意外，但为了不辜负信任，便也承担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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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画，同时也画山水和人物。在花鸟画中，梅、兰、竹、菊、牡丹、荷花他样样精通。不仅如此，他的书法功底也

很好。一年前他还出版了个人书法作品集。作品集中有楷书、行书、篆书、隶书、草书，说明他书法的修养同样很全

面。他的书法功底为他绘画创作的笔墨运用打下了坚实的根基。笔墨站住了，线条劲挺圆润，放笔纵墨，如意挥写，

无论是作巨幅大画还是尺幅小品，都能够贴近文脉，彰显中国绘画的民族精神。

谈到花鸟画创作评论，宋代沈括的“论徐黄异体”影响最为深远。沈括说“诸黄（指黄筌一派）画花妙在赋

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徐熙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

有生动之意”。五代后蜀花鸟画家黄筌的画色彩妍丽，轻线勾勒，后人评“黄筌画多院体，所作类皆章法庄重，金粉

陆离”，形成了勾勒纤细、严谨写实、色彩晕染、格调浓丽的“黄氏体”。黄氏体由于适应皇家宫廷的审美要求，成

为宋初翰林图画院追求“格法”、“形似”的院体花鸟画的标准。而五代南唐的花鸟画家徐熙常画江湖一带的汀花野

竹、水鸟渊鱼，他改变了“勾勒填彩，旨趣浓艳”的画法，用粗笔浓墨，连勾带染来塑造枝、萼、蕊的阴阳向背，只

在某些局部稍加色彩，而不掩其墨迹。黄筌重于色彩，徐熙重于墨骨，形成了“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宋初花鸟画

两大流派。千百年来，历代画家们不外乎在工笔与写意、勾勒与没骨、色彩与墨笔对立中寻找着各自的不同取向，从

而演化为各自不同的面目。从董光久的花鸟画中可以找到宋初花鸟画两大流派的影响，从中吸收了适合他自己发展的

 俞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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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营养。我认为他主要是受徐熙重于墨骨的影响，在画法上总体上遵循以笔墨为骨的写意画法。近期观他画的一批

荷花图，或单纯以水墨画，或在百荷的花萼部分加少许土黄，或以浓墨画大面积荷叶，仅以少量曙红、胭脂来勾勒红

荷的花瓣。这些画笔力雄健，运笔沉着磊落，画面充盈着生动的气韵。但他不满足于这种娴熟的画法，在另一类作品

如《绿塘摇艳》、《香远溢清》、《一池云锦》及荷花系列之三、之五中，则大胆运用大面积的石绿、石青，显得金

粉陆离、旨趣浓艳，明显体现了黄筌一派的“富贵”画风。董光久往往以粗笔率意的、重墨重色的荷叶做背景，然后

衬以细笔精心描绘的荷花花瓣、花蕾，花瓣的翻卷画得丝丝入扣、舒展自如。整幅画强调了粗与细的对比，增强了画

面的现代气息，并赢得更多观众的喜爱。董光久在“徐黄异体”这不同门派的两家中自由出入，一方面显示了他的悟

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确是下了一番苦功的。

中国的文人花鸟画强调“画从于心”、“境由心生”，借物象而寄情抒怀，光久的作品里描绘大自然的盎然生

机，体现了他的情思和意蕴。光久先生乐观向上，处在创作的上升时期，相信他在“墨语”天地里，会提给人们提供

更多的多姿多彩的好作品。

黄山市美协主席

黄山市书画院院长、著名书画家

                           2011年4月7日于渐水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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