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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今年初秋在安徽铜陵美术馆举办的“画为媒”

张耕和江虹伉俪第三回画展的配套画集《画为媒—张

耕　江虹画集》即将付梓出版。张耕先生嘱我作序，颇

感意外。因张先生是我同事，更兼师长，按理我应执弟

子礼。不过他风趣幽默，是个性情中人，加上我们低头

不见抬头见，也就欲礼已忘言了。平日以张老师相称，

自然少不了处处请教。不过，于书画我其实几无所知，

应下作序之事足可见不知天地，无知者无畏。清醒后知

责任之重，然而托辞不得，只好硬着头皮为之，不周不

敬之处还请张耕先生和江虹女士雅涵。

张耕先生和江虹女士是安庆师范学院美术专业同

窗，两人八年恋爱终结连理早已成为佳话。“画为媒”

一语正是两位因画相识、因画相知、因画相爱、因画而

喜结良缘的注解，而《画为媒》系列展览和画集则是两

位在书画艺术中相互砥砺、共同奋进的结晶。这次展出

的主要是他们2013年以来的新作，是继2000年、2013年

两次“画为媒”展览之后的第三回画展。

循“画为媒”之迹而来的观者们想必不少都是旧识

交好，对两位的了解定是比我深刻，我也只好从生活中

择选一些可感之事记述。

张耕先生用情专深广为人知，除了著名的言必称

“我太太……”之外，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桐城”

二字，作品落款也常署“桐城张耕客大蜀山东”，家乡

情缘深厚。桐城号称文都，自古文化氛围极浓。1960

年代，张先生出生于桐城清河张氏第五房旧居的“司空

地”，追溯其十二世祖是清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

英。故桐城对张先生而言更是意义非凡。幼年时，祖辈

父辈们日日读写和四壁悬挂的书画激发了他对艺术最本

真的萌动。从此笔耕不辍，在美术院校打下坚实的专业

基础。学业既成，他如愿以偿地进入桐城博物馆工作，

将个人艺术爱好与文物工作有机结合，在书画鉴定方面

开辟了自己的一片天地。2007年调入国家文物进出境审

核安徽管理处工作，一直从事古代书画鉴定工作至今。

作为书画家，张先生绘画题材以大写意花鸟、梅

竹为主，芭蕉似乎是2013年以来他最感兴趣的新题材。

张先生继承宋元以降水墨花鸟画的文人气质，追求表

达对象的内在神韵，笔简意丰，形神兼备，气韵生动。

都说画如其人，兼济的开阔情怀更兼江南细致，使得他

落笔大胆泼辣，却又一丝不苟，不失谨严。《小园静

处》、《月晓风清》是为典型。笔走苍龙，浓淡相济，

趣韵横生之处《乾坤傲气》系列四图可证。张先生画以

简取胜，一枝一鸟，大片留白。位置经营，颇费匠心。

大小、疏密、欹正、错落，一任自然。枯焦润泽，不失 

和谐。

户外工作时，张先生常引我看飞鸟游禽。他细心捕

捉自然形神一刻，后诉诸笔墨之中，融情入境，以平和

质朴的心态，去体味花鸟率真之趣味。难怪他笔下小鸟

如此灵动活泼。张先生于书法用功尤勤，加上多年从事

古书画鉴定工作，融细腻敏感的品阅经验于笔墨，自是

他者弗如。在这个快速消费的时代，张先生仍然坚持传

统笔墨，皴、擦、点、染，处处显示其性情之坚毅。无

论丈二大轴，抑或咫尺扇面、斗方小品，画面充溢着自

然的秀美与心绪的律动，其间阐发的是作者对自然的钟

情挚爱。一笔走过，经营安排，观者自知。

黄山董建先生曾说张先生有异象，样貌颇似新石

器时代的玉龙。但凡听说这个典故的人大概都想一睹

墨田长风滋碧树，江岸疏雨淡烟虹
——记在《画为媒——张耕　江虹画集》之前

文/ 王蓉



真容究竟。书礼传家的祖训赋予张先生与生俱来的文人

气质，行止见识也处处显出旧时文人印象。或见其端坐

于书案，奋笔疾书；或见其极目远方，临窗冥思；或见

其谈笑席间，援引自如；亦或见其阖卷长叹，发聩人之

语。总之，不愧是位先生式的人物。

不过这位张先生除沉静外其实年轻有趣得很。序

文本想以笑谈张先生为题，搜刮腹内，轶事虽不少，但

细想之后竟都别有感味。一如饮酒。身为艺术家，如何

能没有些豪放之气？张先生堂名长风，想必钟爱李白。

“长风吹月渡海来，遥劝仙人一杯酒。”张先生早些

年确有豪饮之名在外，更有印“曾经狂饮”一方，故席

间常有人据此劝杯谈笑。然而笑归笑，酒场之事实属无

奈，张先生早已戒酒，为自己亦为家人。二如嗜面。张

先生南方人却嗜面食，可以顿顿食以面条，料想也是因

为简单不浪费时间。这一点，我和他颇为相投。工作琐

碎，一抬头常已是午后，天寒风冷，他、我同办公室马

建梅三人一头扎进附近的小面馆。热气腾腾上来，张先

生并不动筷，只说我吃得快，你俩先吃。我俩饿得快，

风卷残云似乎也没顾忌形象。只是食毕，发现张先生竟

是斯斯文文没有一丝声响，虽然我笑话他这样吃面不甚

畅快，但到底还是南方人的敏感细腻。记得刚来鉴定站

迷迷蒙蒙的时候，张先生似是无意地和我聊起他初来合

肥，下班之后常驻足于天桥，留恋家乡熟悉的生活，常

生为何于斯的困顿。也在一场春雪后，跟我谈到光阴荏

苒，当年办公室窗外的小树苗已然亭亭如盖。鉴定站前

辈李广宁先生还有《张生捕鼠图》，描绘同事马建梅家

有鼠患，张先生热心出马灭除鼠害之故事。

同张先生交往中我得知其夫人江虹女士生于申城，

长于淞沪，十七八岁始到桐城参加高考，又先后在安

庆、合肥等地修习书画，因有这段同张先生的姻缘而留

在了翰墨风香的小城。

张先生经常称他太太是天才的画家，有着随心所欲

的造型能力。女士好作佳人图，不依粉稿，偶以木炭条

定大型，由眉目处落墨，顷刻可得倾国倾城之貌。有时

我真羡慕画家，世间生灵百态，形体变幻无穷，似乎都

可以经由他们那双手一一描摹而出，恰如音符之律动，

春泉之暗涌，云上之清游。

江虹女士现为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系高级

讲师、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桐城市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身处杏坛，有多篇专业教学论文和美术研究学术文

章在国家级核心期刊《课程·教材·教法》及《安庆师

范学院学报》等美术专业报刊上发表并获奖。身为艺术

家，教学课业繁重，却从未中止对国画的创作与探索。

长于人物画，多年来硕果累累，其作品先后多次入选

省、市级美展并获奖。双重身份更兼相夫教子重任，为

张先生育有一个活泼可爱、聪明伶俐的女儿。

观其画作如见其人，尽管我仅见过女士照片，古典

娴静，冲淡隽永，果然佳人佳画。《帘卷清风》系列、

《竹外疏影》系列都是团扇形式。画中仕女多知识女性

形象，或品茗，或读书，或观花，无论在做什么，都流

露着几分悠闲，透着淡淡的清高。《书香》系列、《风

声帘动》系列在笔墨上更注重细微处的变化，主角形象

的处理自不必说，那案头瓶花，帘外翠竹的一笔一墨，

恰如美人之饰件，巧妙地烘托出人物的所思所想。

在这个男性主导意识的社会里，女性的意识往往

是被刻意隐藏或是格式化表达的。董建先生说江虹女士

笔下人物有民国女子的才情韵味，我觉得这种气韵甚至

要更久远些。细看作品中的佳人虽身处深闺小苑，皆凝

神而思。有人从中读到了温婉娴静，有人读到了古典细

腻。古典或是温婉都是不错的，然而画作中的人儿亦时

时体现着女性的坚强、勇敢和自知。隐藏在温婉的表象

之后是更为高旷而明烈的情感表达。画作中人无论小园

销夏还是是漫步古城，或古或新，气质都是相通的。那

么画中人物的性格是否也正是江虹女士自身的投射呢？

虽然我至今还未谋面，然而常听张先生谈起点滴，自是

深情款款，别样情趣。也曾听说她的淡定、超然，与世

无争，甚至连手机也不愿意多用，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勇

敢呢。

承张耕先生提供画集原稿，使我有幸先睹为快。想

两位先生人如其名，于是草成篇名。笔拙言轻，不揣简

陋，拾得琐碎如上。

作者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和博物馆学硕士、安徽省文

物鉴定站玉器鉴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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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耕 1968年生于安徽桐城。先

后毕业于安庆师范学院美

术系美术教育专业、南京大学历史系考

古专业文物鉴定方向。现为国家文物进

出境审核安徽管理处副研究馆员、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兼职副教授、安

徽省文物学会副理事长（书画鉴定专业

委员会主任）、安徽博物院文物鉴定委

员会委员、华东地区优秀期刊《书画世

界》特聘古书画鉴定、国家文物进出境

审核责任鉴定员（书画类、陶瓷类），

擅长书画类文物鉴定。安徽省美术家协

会会员、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主要

从事行书、花鸟画创作。

2000年　《姚鼐书法的历史地位》发表于《中国书画报》。

2000年　国画《绿茵旋律》入选第二届安徽省体育美展。

2000年　《姚鼐其人其书》发表于《中国文物报》。

2000年　举办“张耕 江虹新婚画展”。 

2003年　《清末书画家张祖翼》发表于《收藏》。

2003年　《姚元之的隶书艺术》发表于《中国文物报》。

2003年　《张廷玉行书“天官赐福”真伪辨》发表于《中国文物报》。

2005年　 《中小型博物馆文物鉴定工作引发的思考》参加“回顾与展望：中国博物馆

发展百年学术研讨会”并入选《回顾与展望：中国博物馆发展百年》。

2008年　 《桐城“桂林方氏”文化精神与方以智书画艺术成因的关系》发表于《书画

世界》。

2009年　《文章泰斗 翰墨菁华—论姚鼐的书法艺术》发表于《书画世界》。

2009年　《清代桐城画家群》参加“第四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

2009年　 《文章甲天下 翰墨亦飘香—读桐城博物馆馆藏中国画精品》发表于《书画

世界》。

2010年　 《文章甲天下 翰墨亦飘香—读桐城博物馆馆藏书法精品》发表于《书画

世界》。

2011年　《谈艺录·谈笔墨》发表于《书画世界》“谈艺录”专栏。

2011年　《谈艺录·谈读书修养》发表于《书画世界》“谈艺录”专栏。

2011年　《谈艺录·谈古代名家》发表于《书画世界》“谈艺录”专栏。

2011年　《谈艺录·谈人物画》发表于《书画世界》“谈艺录”专栏。

2011年　《谈艺录·谈山水画》发表于《书画世界》“谈艺录”专栏。

2011年　《谈艺录·谈花鸟画》发表于《书画世界》“谈艺录”专栏。

2012年　《清代桐城画家群》发表于《文物鉴定与研究》。

2012年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参加澳门艺术博物馆“云林宗派”学术研讨会，发

表于《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2年　国画《桐城文化系列—名臣遗迹》入选“安徽省第四届美术大展”。

2013年　举办“画为媒—张耕 江虹第二回画展”。 

2013年　国画《清风入座》入选“安徽省第四届青年美术大展”。

2014年　国画《蕉林新雨后》入选“新徽派书画家贺岁名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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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傲气之一

69cm×42cm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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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傲气之二

69cm×42cm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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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傲气之三

69cm×42cm
2014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5

张
耕 

江
虹
画
集

乾坤傲气之四

69cm×42cm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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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却输梅一段香

33cm×31cm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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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梅著衣单

33cm×33cm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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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梅发高枝

69cm×42cm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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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骄苍虬枝

69cm×42cm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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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枫醉秋

径29cm
2014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