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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硕山艺术简介

马硕山，1963年生于山东，曾先后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国家画院姜宝林

工作室，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画艺术研究创作中心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文化部中国画学

会理事、《中国书画》杂志社书画院花鸟画创作研究委员会执行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画院马硕山工

作室导师、文化部国韵文华画院花鸟画艺委会副秘书长。

马硕山绘画作品传统功底扎实，又不断创新，风格清丽洒脱、独具一格。1998年作品入选“第

二届全国花鸟画展”，获优秀奖。2000年作品入选文化部主办的第十二届“群星奖”美术大展，获

银奖。2005年作品入选“首届中国写意画展”，获优秀奖。2008年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当代

中国画精品十三家作品展”。2010年于文化部恭王府举办“清泉洗心·马硕山中国画作品展”。

2011年于郑州举办“清和·马硕山中国画展”。出版个人专辑、画册十余种。

近年来，他不断探索和研究瓷上绘画艺术，亦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于2012年在文化部恭王府举

办“瓷上写意·马硕山画瓷艺术展”。同年，瓷画作品《盛年》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收藏当代画家

的瓷画作品在国家博物馆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硕山的花鸟画，渊源于中国美院，既学习了传统的写意，又熏染了现代的构成，从学于姜宝林后，更使传承文脉与锐意创新相

结合。从新出版的画册中可见，除去气韵笔墨都见功力的传统小品外，他先后推出了两种面目的作品。先是画原生态的花鸟，避免折枝

的单调，注重气势，大面积落墨，追求生态的浑成朴茂。近年又画老屋中的青花瓷，把古老的建筑桌椅与案头青花器皿和插花果盘组织

在一起，古色古香中有生机，沉郁斑驳中显清雅，唤回了历史记忆，顺应了现代人的心理需要。在这类作品中，他已使用了平面构成，

强化了视觉感受。稍后，他进一步拉近青花瓷与观者的距离，把空间平面化，近距离截取青花瓷的主要部分，画山画水，画花画鸟，瓷

器四外则以浓墨代替传统的空白，既突出了花青的山水花鸟，又以逼人的视觉弘扬了青花瓷上悠久而清新的自然。古与今、笔墨图式与

平面构成的双重结合，反映了他在传统文脉与现代视觉间的巧妙连接。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孙克（中国美协国画艺委会秘书长）：

看马硕山的画，感到难得的愉悦，是由于他的水墨写意花鸟画给人形神兼备、清新流畅、笔锋劲健、墨彩丰腴的美感。他的画风

属于灵爽秀雅一类，清爽而不入轻薄，雅逸而不乏温厚。他有一批以青花瓷瓶为主题的生活场景之作，意境温馨，笔墨轻盈，生动有

趣。一些小品也颇见功力，观之赏心悦目，可圈可点。

看马硕山的画，感到难得的兴奋，是因为这些年来水墨写意画呈萎缩不前之势。原因在于写意画难度高，境界开拓不容易，但

是，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变化，艺术的发展更无止境，我们只有在前人大师巨匠的肩膀上努力继承学习，勇敢攀登。

刘曦林（著名美术评论家） ：

硕山花鸟画能独立于画坛的特殊性在于他将传统“清供”类题材与西方静物画化合之后的新样。当他把瓶花、水果、茶具置陈于

明式桌椅和古建窗棂、屏风甚至于园林景致之中时，不仅仅放大了一般折枝花卉的环境，使那瓶花有了相宜的展示空间，更使这空间有

了文化的气息，文人的气息，创造了一种饱含着人文理想的精神境界，与现代人缅怀传统文化的精神追求相共鸣，正是在这个结点上，

它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至于那画中的青花瓷，那青色纯净素雅得如同蓝天，如同碧水，它源自景德镇，源自博山瓷，源自博物馆，

也根于他儿时的记忆—他说，他记得曾经经商的爷爷家里多有这些物件，如今已经化作他钟情的视觉符号。还有那画中一再出现的纵

横交错的隔扇、窗棂，它几乎已成为中国古典建筑的特征世代相传下来。硕山在杭州学习期间爱上了这些玩意儿，他一定设身处地地想

过，在这些格窗前、阁楼上有过怎样的文明，这些横平竖直的线条和现代构成之间有什么联系，将这些图像入画又会给人以怎样的意境

陶冶和文化联想。

贾方舟（著名美术批评家）：

马硕山在通过构成获得一种现代性的同时，依然保留了运笔的“书写性”。从他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所具有的传统功力，传统水

墨画始终强调笔墨的重要性，强调有疾有缓、有顿有挫的书法用笔，强调墨色、层次有干湿浓淡的变化。“书写性”避免了平面构成可

能招致的“绘画性”的丧失，而墨色的变化则使他的画面深厚而丰富。马硕山大多是用重的墨色衬托浅色的花和瓶，使画面既表达出画

家所心仪的情调，又保持了浓厚的水墨趣味。

尚辉（《美术》杂志执行主编、美术理论家）：

硕山是山东人，他的大写意花鸟画，很显然有那种大气、简约、凝练、含蓄的美感，我觉得从硕山兄大写意花鸟画中能够感觉到

齐鲁人的大气、落落大方的地方，这和他的同代人是有区别的，或者是比较突出的。另外一方面，硕山兄的花鸟画还是有很强的突破意

识，很显然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笔墨语言去画古人已经画过的题材，我们肯定很弱，肯定比不过前人，怎么样表现今天的花鸟画，很显然

硕山兄的大写意花鸟从“青花系列”，把传统的花鸟和山水画用现代的空间意识完整地结合起来，瓷瓶和青花色是他改变花鸟画空间的

方式，是把山水和花鸟通过人文的方式、平面构成的方式，把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是硕山兄在花鸟画上所做的突破。 

林木（著名美术评论家）： 

硕山先生看来的确是极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他的画中到处都是传统文化的物象和符号。他的画中有地道的青花瓷瓶，而且是绘着

用民间瓷工独特笔法画成的青花山水、梅、兰、竹、菊，青花的鱼盘，红釉的花瓶，还有自古画家们所习用的扇面的形式，有团扇、有

折扇，加之瓶上所绘的古雅的山水及有笔有墨的莲荷苇草，而传统文人画所特有的诗、书、画、印的综合性艺术特色，在硕山先生的作

品中也有着完美的表现。

硕山先生的画显然十分传统和古典，但他的画又分明带着现代和某些古画因素的成分。此即为旧中有新，新中有旧，东方艺术渗

入西方的成分，西方的形式融入东方艺术从而形成有机的和谐之体。其实，硕山先生的艺术之路，不也就是当代中国艺术的健康发展之

途么？

梁江（中国美术馆副馆长、美术理论家）：

好几年前，我已注意到马硕山先生的“青花瓷瓶系列”“扇面系列”等作品。他以一个青年人的敏感，把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构

成理念整合，展示出当代人的审美精神与个性特征，其探索给予我们许多有益启迪。后来，又看到硕山在中国画研究院求学时期的作

品，可以看到他在写意花鸟画当中着力甚多，而他在毕业汇报展览中展示的作品，已体现出他的写意笔墨具有扎实的功力。

这是硕山的难得之处，但更难得的是他一直有着强烈的探索精神。既不满足于既有的传统，也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绩。他的

“青花系列”把瓷器、瓶花、窗棂等图像符号组合在一起，有很强的象征和隐喻意味。他将平面构成、黑白分割等手法引入水墨创作，

用新的手法尝试拓展写意花鸟画的表达空间，在展示个性的同时也给观赏者带来“陌生化”的审美体验。

名家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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酣秋图（一）
180cm×96cm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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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谷无人亦自芳
145cm×360cm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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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尽知秋
65cm×45cm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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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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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斜阳里
136cm×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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酣秋图（二）
152cm×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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