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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石朗（1915-2000 年），当代著名山水画大家，为近现代海派山水画大师贺天健、吴湖帆入室弟子，“江西
十老”画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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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致广大而尽精微
　　　　　　　　　　　　　　　　　　

■   游新民
　　　　　　　　　　

艺术简历

　癸巳年小雪新民序于鸟翚斋　

                         

　　王慧生，字梦之，别号老慧、蕉园，别署梦斋。

　　1963 年 12 月出生于江西吉安市。

　　曾服役于海军东海舰队。

　　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曾就读于郑州大学艺术学院。

　　初攻山水、书法。1988 年始专攻工笔花鸟画创作，

对中国历代传统绘画，尤其是宋元经典绘画和明清写

意花鸟大家及近代海派大师的作品做过深入细致的研

习，功底深厚扎实。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全省美展并获奖；许多作品

发表于各类专业期刊并入编多种大型辞书典籍；作品

被国内外艺术机构、美术馆和收藏家广泛收藏。

　　2003 年被授予全国书画院“百佳书画家”称号。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西省美术家协会理

事、南昌市政协委员、南昌画派促进会副秘书长、南

昌画院专职画家、国家二级美术师。

“天涯杯”国际书画大赛银奖（1991·海南）

“江西省首届花鸟画大展”铜奖（1992·南昌）

“江西省第十届美术作品展览”金奖（1994·南昌）

“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优秀奖（1994·北京）

“全国职工美术书法摄影展览”银奖（1995·北京）

入选“华东六省一市中国画精品展”（1995·苏州）

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选展”（1996·港澳台）

“江西省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美展”铜

奖（1997·南昌）

“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暨江西省首届青年美展”银

奖（1998·南昌）

“世界华人书画大展”铜奖（1998·北京）

“光辉历程、时代画卷——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江

西美术书法作品展”一等奖（1998·南昌）

“全国第二届中国花鸟画展览”优秀奖（1999·北京）

“第十一届江西省美术作品展览”银奖（1999·南昌）

“庆祝澳门回归江西省美术书法作品展览”一等奖　

（2000·南昌）

举办“王慧生工笔花鸟画展”（2001·南昌）

“百年开端——全国书画院作品联展”优秀奖　

（2003·北京）

入选“第二届全国画院双年展”（2003·广州）

“第十二届江西省美术作品展览”银奖（2004·南昌）

“第五届江西省中国山水画展”铜奖（2005·南昌）

“首届江西省人物·花鸟画展”金奖（2007·南昌）

“井冈之秋 2008 中国书画名家大奖赛”银奖　

（2008·井冈山）

“第十三届江西省美术作品展览”铜奖（2010·南昌）

　　一张巨幅工笔花鸟画《秋露》，在 1994 年的全省第九届美

展上特别引人注目。静谧的荷塘，悠闲的野鸭，工致的笔墨，

绚丽的色彩，深深刻划在我脑海里。由此，也认识了作者王慧

生。而也正是此幅作品，入选了当年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并斩获优秀作品奖，开江西省工笔花鸟画作品入选全国美展的

先河。 

　　中国工笔花鸟画历史悠久，其发展的最高峰当属宋代。宋

代工笔花鸟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画家以精致入微的细腻笔墨

去描摹其捕捉到的题材，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为其艺术造诣

折服，正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

　　在当代中国花鸟画发展的多元格局中，王慧生工笔花鸟画

其骨髓无疑是属于传统的。这种传统有着浓厚历史文化的审美

积淀，有着与国人审美习性更多的契合点，这种传统也正是中

国绘画的灵魂所在。曾见过慧生 20 多岁时临习的数十张宋元工

笔名迹，非常精彩，足见其所下苦功。杨石朗先生曾为其工笔

花鸟画题词“力追宋元精微绝致之妙，又得之佛先生蓄蕴深邃

之趣，不拘陈法，修和众品，超然卓立于吾赣人中……”评价

一语中的。

　　然而，慧生的工笔花鸟却又是现代的。30 余年的艺术追求

中，慧生一直在思索，在传承之外还孜孜以求，致力于当代工

笔花鸟画的创作突破。他不羁的思想轨迹滴墨于宣纸之上，加

上其独到的艺术感悟，扎实的笔墨功夫，使其作品散发出鲜明

饱满的时代特征，深邃的想象交织如诗的境界，给人以和风唱

诵的美好、夏云变幻的新奇。

　　慧生还是勤奋的。不拘于画室书斋，他视野开阔行走养心，

纵横澜沧江观山江奔涌，匍匐鄱阳湖察枫叶荻花；拥抱彩云之

南奇花异草，追随丝绸之路旷世瑰宝。慧生是磅礴大气的，也

是精细入微的。他将辽阔旷达的胸怀融入自己的笔墨，却以春

蚕吐丝的静谧璀璨绽放。在慧生作品中，我们仿佛能触摸到艺

术家对生命、对自然的虔诚崇拜。观慧生笔下的花鸟虫鱼，仿

佛置身山谷林涧，鸟鸣啾啾，鱼翔浅底，岸芷汀兰，花开四季，

无一不美好和暖，令人称绝。

　　江西省的工笔花鸟画创作，其整体水平与其他强省相较确

有一定距离，而王慧生工笔花鸟的成就助推着我省工笔花鸟画

加速缩短这一距离。慧生，作为江西工笔花鸟画领军人物之一，

为江西省工笔花鸟画的创作树立起了新的高度。

　　“致广大而尽精微”。广大，是谓题材丰富；精微，是谓

绘制精彩，加之画家的文化底蕴、扎实功底与聪慧天资、勤快

刻苦，便大有可为、无可限量。慧生日臻完美的工笔花鸟画喷

涌而出的巨大张力和蓬勃生命力，使我们坚信，慧生的艺术之

路一定会走得更高更远更好。

　　　　　　　　　　　　　　



　　初识王慧生先生工笔花鸟是在一次画展上。他的工笔花鸟

《家在鄱湖浅水边》以其别具匠心的构思、严谨精致的布局、

清新脱俗的风格，在众多画作中脱颖而出，引起观者的赞赏，

也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目光。摇曳的苇叶之间如有浩荡湖风拂过，

姿态各异的鸟雀振羽欲飞……画面如此生动而富于情致，生意

盎然、境界全出，与印象中注重装饰性的工笔花鸟不同，王慧

生的工笔花鸟抓住了工笔花鸟画之精要，表现出画家的格调与

追求。

　　于是此后更多地留意于王慧生的工笔花鸟作品。其作品传

统功力深厚，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宋元花鸟的潜心钻研以及对近

代工笔名家的认真继承。但他并没有止步于对前人的追慕与重

复，而是有着更为清晰的创新路径——坚持中国工笔花鸟画传

统与精神追求，努力开拓属于自己的新风格，在当代工笔画多

样化的探索之中寻找自己的定位。

　　通过对传统技法的苦心钻研，吸收传统工笔花鸟乃至中国

书画艺术的精髓，并从中西各艺术门类中汲取创新的灵感与养

分，是王慧生工笔花鸟创作取得今日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线造型是中国画艺术大厦的基石，也是工笔画的基础。

“骨法用笔”、以线写神，明乎此理，其作品才有精神、有气韵。

在工笔画创作中，一些画家以赋彩精美为追求，往往忽视笔墨

线条的质量，这种技法上的缺失，使其在艺术表达上往往无法

得心应手，难以达到神采焕然的效果。自魏晋以来至唐人达到

高峰并在此后不断丰富与发展的笔墨承载着中国艺术的精义，

继承前人艺术传统，笔墨是其关键。因为中国画的笔墨线条，

从来就不仅有着勾勒形象的作用，而且具有表达情绪、传递生

命感觉的重要功能。慧生先生深谙此道且用功至勤。他有着扎

实的书法基础，又曾下苦功夫反复临摹宋元以来名迹，“取法

乎上”，因此其笔下有着精确、生动、挺劲而富于质感的线条，

这是其作品生机勃勃、格调超逸的重要技法支撑。

　　在着色上，慧生先生突破了工笔花鸟设色艳丽、浓重的习惯，

色调沉着明快、清新典雅。工笔花鸟画作品带有较强的装饰性

特征，这种装饰性效果来源于传统的程式化手法，也来自画家

对表现对象的提炼、夸张而形成的美感效果，集中体现于“随

类赋彩”的设色特点。但如果仅仅停留于继承传统程式，尽管

能够取得精美的画面效果，却往往在整体上缺乏生气，无法产

生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难免“匠气”之讥。慧生先生在此方

面有着谨慎而又大胆的创新。在工笔画设色特征中借鉴、糅入

现代光影表现技法，追求自然色彩与画面整体风格的协调统一。

在尊重民族色彩审美习惯的同时，对色彩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与实践，他的一些作品，设色简淡甚至纯用墨色，收到了独特

的艺术效果，在当代工笔花鸟创作中体现出自己的个性。

　　我以为，正由于王慧生对工笔画传统有着认真的继承与大

胆创新，使他能够在工笔花鸟艺术上获得更多的创作自由，能

够对自然万物的生命有着真切体悟与生动表达。

　　作为一位优秀的工笔花鸟画家，尊重前人传统、借鉴继承

前人程式是重要的。但王慧生更善于赋予程式以鲜活的生命，

因此他的作品少了一些装饰意味，多了一些写生的精彩。他致

力于对象内在生命力的再现与捕捉，画面的精致完美不是其目

的，而仅仅是一种达到再现自然生命与活力的手段。宗白华先

生称赞宋画写实之精妙乃“世界第一”，是看到了宋画特别是

宋人工笔花鸟画在描摹物象上的优势，但这里的“写实”其实

与西方艺术史上的写实传统仍有所不同。中国画的“写实”注

重对物象内在生命规律的悉心观察与整体把握，而非仅仅对视

觉经验的一丝不苟的描摹。宋徽宗盛赞“正午牡丹”之类故事，

正是对工笔花鸟艺术追求的通俗化的表达。慧生先生显然对于

宋人艺术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在当代中西艺术中与之产生

了共鸣。作为一位工笔画家，他努力追求的不是画面的逼真与

精美，而是对自然万物的生命的把握与再现。他一再说“画面

出现的东西一定要有生命力，有个性，这样的画才是活的，才

是有生命的”。他对于自己所欲表现的对象，有着深入的研究，

为了生动地再现一种鸟雀，他潜心观察与体悟，以致于能够信

手画出这种鸟雀数十种乃至上百种不同的姿态，这是一种“笨

功夫”，但这种功夫却是中国工笔画乃至整个中国画创作的基

础所在。潜心体会对象的生命，甚至在画家与对象之间，形成

一种生命的共鸣，最终达到对对象真实生命的全面把握，只有

这样的“写生”才是从北宋以来中国工笔花鸟的精义所在。可

惜的是，后世的工笔画家们往往在追求装饰性的同时，忽视了

所应把握的更重要的本质的东西。

　　工笔花鸟长期以来难入文人之眼，究其缘由乃是一个“俗”

字。绘制上的繁难，画面效果的装饰感，以及在传统题材上的

自我局限，使工笔花鸟在中国画的发展中，始终处于配角的地位。

艺术的真谛在于艺术家自我情感的表达，在于对生命品位的提

升，在于人生境界的呈现。停留于物象描摹，停留于画面的经

营，在艺术创作中终落下品，无法达到艺术精品的境界。对于

工笔画家而言，清新脱俗、格调提升乃是一种更高层面的追求。

王慧生的工笔花鸟十分注重艺术格调的表现，其成功之作，无

不在意境追求上达到了一种令人欣喜的高度。同为画荷，王慧

生笔下的荷花摇曳多姿、生机盎然，画家赋予其以人的情感，

在主客体之间达成了一种内在的共鸣，故其笔下荷花，无媚态、

无俗气，体现了一种内在的高妙和清雅脱俗的气质。

　　当代工笔画正成为中国画最富生机、发展势头强劲的画种

之一，人们欣喜地讨论着中国工笔画的“复兴”。许多中青年

画家从中发现了中国艺术的旺盛生命力与强大的表现力，从各

自的艺术背景进入工笔画领域，当代工笔画遂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丰富面貌。但是，受西方当代艺术的影响，当前许多工笔画

创作只保留了传统工笔画的部分形式特征，而缺少内在精神的

继承。其前卫者，以工笔技法探索当代艺术感觉的表达，致力

于抒写当代社会变革中人的感悟、思考甚至幻想，其大胆探索

与跨越姿态令人瞩目，使我们看到了古老工笔技法在当代艺术

探索中的特殊价值。但是，由于这批工笔画家受西方现代艺术

影响痕迹较重，其探索的独特价值难免受到影响；而其创作中

与传统工笔画精神气质的偏离，更是受到冷静评价者的质疑。

　　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当代艺术家，都无法回避其与现实艺术

情境的关系，都必须致力于解决艺术对当代生活的表达。特别

是那些承继着传统文化血脉的艺术门类，更须认真解决一个继

承与创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画不应回避当代生活，

不能停留于传统风格与意境的重复，不能停留于对传统情感经

验的表达，而应直面当代生活，找到新的纾解时代困惑的途径

与表达方式。只有在这样的探索中，传统的艺术样式才能真正

植根于当代的土壤，才能够表达当代的时代精神。但是，任何

一种植根于传统土壤的艺术样式，都有其根本的精神、品格与

气质。僵化与保守，固不可取，丢掉根本，徒留形似，更需要

谨慎。

　　怎样继承传统艺术的精髓，使之在当代发扬光大？怎样在

当代艺术的潮流中获得自身成长的空间？近年来，王慧生对此

思考很多，也思考很深。

　　相对于传统工笔花鸟画家而言，王慧生是一位大胆创新并

有着自身风格的探索者；相对于当代丰富而超前的艺术创新者

而言，王慧生又是一位执着于坚守中国工笔花鸟画艺术传统的

守望者。王慧生在传承中不为时尚所动，这是一种坚守，更是

一种对民族艺术的尊重。他坚信，真正有价值的艺术探索，是

一种在传统脉络中的创新，而非将传统技法仅仅作为与当代艺

术进行硬性嫁接的空洞形式。

　　对此，我是深以为然的。

　　　　　　　　　　　　　　 

　　　　　　　（叶青，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行进中的守望

　　 ——评王慧生先生的工笔花鸟画探索

　　　■　叶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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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识王慧生先生工笔花鸟是在一次画展上。他的工笔花鸟

《家在鄱湖浅水边》以其别具匠心的构思、严谨精致的布局、

清新脱俗的风格，在众多画作中脱颖而出，引起观者的赞赏，

也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目光。摇曳的苇叶之间如有浩荡湖风拂过，

姿态各异的鸟雀振羽欲飞……画面如此生动而富于情致，生意

盎然、境界全出，与印象中注重装饰性的工笔花鸟不同，王慧

生的工笔花鸟抓住了工笔花鸟画之精要，表现出画家的格调与

追求。

　　于是此后更多地留意于王慧生的工笔花鸟作品。其作品传

统功力深厚，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宋元花鸟的潜心钻研以及对近

代工笔名家的认真继承。但他并没有止步于对前人的追慕与重

复，而是有着更为清晰的创新路径——坚持中国工笔花鸟画传

统与精神追求，努力开拓属于自己的新风格，在当代工笔画多

样化的探索之中寻找自己的定位。

　　通过对传统技法的苦心钻研，吸收传统工笔花鸟乃至中国

书画艺术的精髓，并从中西各艺术门类中汲取创新的灵感与养

分，是王慧生工笔花鸟创作取得今日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线造型是中国画艺术大厦的基石，也是工笔画的基础。

“骨法用笔”、以线写神，明乎此理，其作品才有精神、有气韵。

在工笔画创作中，一些画家以赋彩精美为追求，往往忽视笔墨

线条的质量，这种技法上的缺失，使其在艺术表达上往往无法

得心应手，难以达到神采焕然的效果。自魏晋以来至唐人达到

高峰并在此后不断丰富与发展的笔墨承载着中国艺术的精义，

继承前人艺术传统，笔墨是其关键。因为中国画的笔墨线条，

从来就不仅有着勾勒形象的作用，而且具有表达情绪、传递生

命感觉的重要功能。慧生先生深谙此道且用功至勤。他有着扎

实的书法基础，又曾下苦功夫反复临摹宋元以来名迹，“取法

乎上”，因此其笔下有着精确、生动、挺劲而富于质感的线条，

这是其作品生机勃勃、格调超逸的重要技法支撑。

　　在着色上，慧生先生突破了工笔花鸟设色艳丽、浓重的习惯，

色调沉着明快、清新典雅。工笔花鸟画作品带有较强的装饰性

特征，这种装饰性效果来源于传统的程式化手法，也来自画家

对表现对象的提炼、夸张而形成的美感效果，集中体现于“随

类赋彩”的设色特点。但如果仅仅停留于继承传统程式，尽管

能够取得精美的画面效果，却往往在整体上缺乏生气，无法产

生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难免“匠气”之讥。慧生先生在此方

面有着谨慎而又大胆的创新。在工笔画设色特征中借鉴、糅入

现代光影表现技法，追求自然色彩与画面整体风格的协调统一。

在尊重民族色彩审美习惯的同时，对色彩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与实践，他的一些作品，设色简淡甚至纯用墨色，收到了独特

的艺术效果，在当代工笔花鸟创作中体现出自己的个性。

　　我以为，正由于王慧生对工笔画传统有着认真的继承与大

胆创新，使他能够在工笔花鸟艺术上获得更多的创作自由，能

够对自然万物的生命有着真切体悟与生动表达。

　　作为一位优秀的工笔花鸟画家，尊重前人传统、借鉴继承

前人程式是重要的。但王慧生更善于赋予程式以鲜活的生命，

因此他的作品少了一些装饰意味，多了一些写生的精彩。他致

力于对象内在生命力的再现与捕捉，画面的精致完美不是其目

的，而仅仅是一种达到再现自然生命与活力的手段。宗白华先

生称赞宋画写实之精妙乃“世界第一”，是看到了宋画特别是

宋人工笔花鸟画在描摹物象上的优势，但这里的“写实”其实

与西方艺术史上的写实传统仍有所不同。中国画的“写实”注

重对物象内在生命规律的悉心观察与整体把握，而非仅仅对视

觉经验的一丝不苟的描摹。宋徽宗盛赞“正午牡丹”之类故事，

正是对工笔花鸟艺术追求的通俗化的表达。慧生先生显然对于

宋人艺术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在当代中西艺术中与之产生

了共鸣。作为一位工笔画家，他努力追求的不是画面的逼真与

精美，而是对自然万物的生命的把握与再现。他一再说“画面

出现的东西一定要有生命力，有个性，这样的画才是活的，才

是有生命的”。他对于自己所欲表现的对象，有着深入的研究，

为了生动地再现一种鸟雀，他潜心观察与体悟，以致于能够信

手画出这种鸟雀数十种乃至上百种不同的姿态，这是一种“笨

功夫”，但这种功夫却是中国工笔画乃至整个中国画创作的基

础所在。潜心体会对象的生命，甚至在画家与对象之间，形成

一种生命的共鸣，最终达到对对象真实生命的全面把握，只有

这样的“写生”才是从北宋以来中国工笔花鸟的精义所在。可

惜的是，后世的工笔画家们往往在追求装饰性的同时，忽视了

所应把握的更重要的本质的东西。

　　工笔花鸟长期以来难入文人之眼，究其缘由乃是一个“俗”

字。绘制上的繁难，画面效果的装饰感，以及在传统题材上的

自我局限，使工笔花鸟在中国画的发展中，始终处于配角的地位。

艺术的真谛在于艺术家自我情感的表达，在于对生命品位的提

升，在于人生境界的呈现。停留于物象描摹，停留于画面的经

营，在艺术创作中终落下品，无法达到艺术精品的境界。对于

工笔画家而言，清新脱俗、格调提升乃是一种更高层面的追求。

王慧生的工笔花鸟十分注重艺术格调的表现，其成功之作，无

不在意境追求上达到了一种令人欣喜的高度。同为画荷，王慧

生笔下的荷花摇曳多姿、生机盎然，画家赋予其以人的情感，

在主客体之间达成了一种内在的共鸣，故其笔下荷花，无媚态、

无俗气，体现了一种内在的高妙和清雅脱俗的气质。

　　当代工笔画正成为中国画最富生机、发展势头强劲的画种

之一，人们欣喜地讨论着中国工笔画的“复兴”。许多中青年

画家从中发现了中国艺术的旺盛生命力与强大的表现力，从各

自的艺术背景进入工笔画领域，当代工笔画遂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丰富面貌。但是，受西方当代艺术的影响，当前许多工笔画

创作只保留了传统工笔画的部分形式特征，而缺少内在精神的

继承。其前卫者，以工笔技法探索当代艺术感觉的表达，致力

于抒写当代社会变革中人的感悟、思考甚至幻想，其大胆探索

与跨越姿态令人瞩目，使我们看到了古老工笔技法在当代艺术

探索中的特殊价值。但是，由于这批工笔画家受西方现代艺术

影响痕迹较重，其探索的独特价值难免受到影响；而其创作中

与传统工笔画精神气质的偏离，更是受到冷静评价者的质疑。

　　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当代艺术家，都无法回避其与现实艺术

情境的关系，都必须致力于解决艺术对当代生活的表达。特别

是那些承继着传统文化血脉的艺术门类，更须认真解决一个继

承与创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画不应回避当代生活，

不能停留于传统风格与意境的重复，不能停留于对传统情感经

验的表达，而应直面当代生活，找到新的纾解时代困惑的途径

与表达方式。只有在这样的探索中，传统的艺术样式才能真正

植根于当代的土壤，才能够表达当代的时代精神。但是，任何

一种植根于传统土壤的艺术样式，都有其根本的精神、品格与

气质。僵化与保守，固不可取，丢掉根本，徒留形似，更需要

谨慎。

　　怎样继承传统艺术的精髓，使之在当代发扬光大？怎样在

当代艺术的潮流中获得自身成长的空间？近年来，王慧生对此

思考很多，也思考很深。

　　相对于传统工笔花鸟画家而言，王慧生是一位大胆创新并

有着自身风格的探索者；相对于当代丰富而超前的艺术创新者

而言，王慧生又是一位执着于坚守中国工笔花鸟画艺术传统的

守望者。王慧生在传承中不为时尚所动，这是一种坚守，更是

一种对民族艺术的尊重。他坚信，真正有价值的艺术探索，是

一种在传统脉络中的创新，而非将传统技法仅仅作为与当代艺

术进行硬性嫁接的空洞形式。

　　对此，我是深以为然的。

　　　　　　　　　　　　　　 

　　　　　　　（叶青，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行进中的守望

　　 ——评王慧生先生的工笔花鸟画探索

　　　■　叶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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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致广大而尽精微
　　　　　　　　　　　　　　　　　　

■   游新民
　　　　　　　　　　

艺术简历

　癸巳年小雪新民序于鸟翚斋　

                         

　　王慧生，字梦之，别号老慧、蕉园，别署梦斋。

　　1963 年 12 月出生于江西吉安市。

　　曾服役于海军东海舰队。

　　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曾就读于郑州大学艺术学院。

　　初攻山水、书法。1988 年始专攻工笔花鸟画创作，

对中国历代传统绘画，尤其是宋元经典绘画和明清写

意花鸟大家及近代海派大师的作品做过深入细致的研

习，功底深厚扎实。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全省美展并获奖；许多作品

发表于各类专业期刊并入编多种大型辞书典籍；作品

被国内外艺术机构、美术馆和收藏家广泛收藏。

　　2003 年被授予全国书画院“百佳书画家”称号。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西省美术家协会理

事、南昌市政协委员、南昌画派促进会副秘书长、南

昌画院专职画家、国家二级美术师。

“天涯杯”国际书画大赛银奖（1991·海南）

“江西省首届花鸟画大展”铜奖（1992·南昌）

“江西省第十届美术作品展览”金奖（1994·南昌）

“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优秀奖（1994·北京）

“全国职工美术书法摄影展览”银奖（1995·北京）

入选“华东六省一市中国画精品展”（1995·苏州）

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选展”（1996·港澳台）

“江西省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美展”铜

奖（1997·南昌）

“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暨江西省首届青年美展”银

奖（1998·南昌）

“世界华人书画大展”铜奖（1998·北京）

“光辉历程、时代画卷——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江

西美术书法作品展”一等奖（1998·南昌）

“全国第二届中国花鸟画展览”优秀奖（1999·北京）

“第十一届江西省美术作品展览”银奖（1999·南昌）

“庆祝澳门回归江西省美术书法作品展览”一等奖　

（2000·南昌）

举办“王慧生工笔花鸟画展”（2001·南昌）

“百年开端——全国书画院作品联展”优秀奖　

（2003·北京）

入选“第二届全国画院双年展”（2003·广州）

“第十二届江西省美术作品展览”银奖（2004·南昌）

“第五届江西省中国山水画展”铜奖（2005·南昌）

“首届江西省人物·花鸟画展”金奖（2007·南昌）

“井冈之秋 2008 中国书画名家大奖赛”银奖　

（2008·井冈山）

“第十三届江西省美术作品展览”铜奖（2010·南昌）

　　一张巨幅工笔花鸟画《秋露》，在 1994 年的全省第九届美

展上特别引人注目。静谧的荷塘，悠闲的野鸭，工致的笔墨，

绚丽的色彩，深深刻划在我脑海里。由此，也认识了作者王慧

生。而也正是此幅作品，入选了当年第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并斩获优秀作品奖，开江西省工笔花鸟画作品入选全国美展的

先河。 

　　中国工笔花鸟画历史悠久，其发展的最高峰当属宋代。宋

代工笔花鸟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画家以精致入微的细腻笔墨

去描摹其捕捉到的题材，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为其艺术造诣

折服，正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

　　在当代中国花鸟画发展的多元格局中，王慧生工笔花鸟画

其骨髓无疑是属于传统的。这种传统有着浓厚历史文化的审美

积淀，有着与国人审美习性更多的契合点，这种传统也正是中

国绘画的灵魂所在。曾见过慧生 20 多岁时临习的数十张宋元工

笔名迹，非常精彩，足见其所下苦功。杨石朗先生曾为其工笔

花鸟画题词“力追宋元精微绝致之妙，又得之佛先生蓄蕴深邃

之趣，不拘陈法，修和众品，超然卓立于吾赣人中……”评价

一语中的。

　　然而，慧生的工笔花鸟却又是现代的。30 余年的艺术追求

中，慧生一直在思索，在传承之外还孜孜以求，致力于当代工

笔花鸟画的创作突破。他不羁的思想轨迹滴墨于宣纸之上，加

上其独到的艺术感悟，扎实的笔墨功夫，使其作品散发出鲜明

饱满的时代特征，深邃的想象交织如诗的境界，给人以和风唱

诵的美好、夏云变幻的新奇。

　　慧生还是勤奋的。不拘于画室书斋，他视野开阔行走养心，

纵横澜沧江观山江奔涌，匍匐鄱阳湖察枫叶荻花；拥抱彩云之

南奇花异草，追随丝绸之路旷世瑰宝。慧生是磅礴大气的，也

是精细入微的。他将辽阔旷达的胸怀融入自己的笔墨，却以春

蚕吐丝的静谧璀璨绽放。在慧生作品中，我们仿佛能触摸到艺

术家对生命、对自然的虔诚崇拜。观慧生笔下的花鸟虫鱼，仿

佛置身山谷林涧，鸟鸣啾啾，鱼翔浅底，岸芷汀兰，花开四季，

无一不美好和暖，令人称绝。

　　江西省的工笔花鸟画创作，其整体水平与其他强省相较确

有一定距离，而王慧生工笔花鸟的成就助推着我省工笔花鸟画

加速缩短这一距离。慧生，作为江西工笔花鸟画领军人物之一，

为江西省工笔花鸟画的创作树立起了新的高度。

　　“致广大而尽精微”。广大，是谓题材丰富；精微，是谓

绘制精彩，加之画家的文化底蕴、扎实功底与聪慧天资、勤快

刻苦，便大有可为、无可限量。慧生日臻完美的工笔花鸟画喷

涌而出的巨大张力和蓬勃生命力，使我们坚信，慧生的艺术之

路一定会走得更高更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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