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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罗兴明

在华坪生长且一直在华坪县工作的帅哥王平，终于要出版他的第一本书画作品选，

并且即将在古城丽江举办他的个人书画展览——这既是意料当中迟早要来的事情，却

又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东西。我想，他即将实现的这两个愿望，绝不止是他个人

的“私事”，而是整个丽江华坪书画艺术界的荣耀；华坪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都应

当为此而感到高兴和自豪。

他出于对我的尊重和信赖，几次约我为他的书画集写个序言。支持做这样利国利民、

有益于社会的好事，我当然责无旁贷；但是，我又不知从何处下笔。拖延再三，只好

在此发几点感言。

第一，王平今天的艺术成就，来源于他自小对美术的喜好。20 世纪 70 年代末，

我在华坪县偏远的通达附中教书，那时他父亲（照星先生）在那里当校长，于是照星

先生从县城里将他几兄妹带到那里去读书。那时王平正读初二，恰在我所教的班级，

他特别喜欢画这画那，又喜欢把课本里的插图描抹得五颜六色。他的文科很好，对数

理化则不大用心。当时就深谙教育之道的照星先生，也很迁就王平的喜好，放任他大

搞“涂鸦之作”。——这是他艺术人生的开始。

第二，王平今天的艺术成就，得益于他始终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王平自小在边

远的高寒山区读书及生活，经历了诸多磨难；参加工作后，也曾在好几个偏远的地方

经受历练。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干什么行当，也无论条件如何，他都特别喜欢写写

画画。那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艺术情趣，他一天也没有改变过。

第三，王平今天的艺术成就，得益于他旺盛的精力和坚强的毅力。“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王平从小就喜欢体育锻炼，他不仅身体好、精力旺盛，而且毅力非凡，

他的“八小时之外”，特别是星期天、节假日，大都用在了书画翰墨上，现在可谓是“功

到自然成”。

第四，王平今天的艺术成就，得益于他“谦逊博学、广纳群言”的性格。他不仅

善于向古今中外的名家学习，而且也善于与本土的会友相互交流切磋。他比较善于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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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别人对他作品的“品头论足”——有人说，在生活上他是比较固执的，但在艺术上

他是非常随和的。如今，他基本实现了“画的竹子会跳，画的牡丹会笑”，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得益于丽江诗书画协会刘腾龙老会长的鼓励及“品头论足”。

第五，王平今天的艺术成就，得益于多种“要素”的推助。也正如庄稼的生长一样，

土、肥、水、种等“要素”，每样都不可缺少。伴随王平艺术人生的，有其难得的父母、

良好的家庭、开明的领导、情投意合的艺友等等，这些全都是不可忽略的。

第六，王平今天的艺术成就，还尚未达到“无限风光”的顶峰。我希望他以此为

新的起点，乘国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东风，珍惜当今丽江及华

坪人比较重视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再接再厉，勇往直前，向着更高、更美的目标迈进。

祝愿丽江华坪的这块热土能孕育出更多的“王平”，祝愿王平的艺术人生更加美好！

                                                                                  

（作者为华坪县第六、七届政协副主席，华坪县书画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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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王平，字平之，号竹韵，

云南丽江市华坪县人，1962 年

12 月生，中国林业书法家协会

会员，丽江市美术摄影家协会

理事，丽江市老干部书画协会

理事，华坪县文联委员，华坪

县政协书画艺术研究会会长，

华坪县书画协会、老干部书画

协会常务副主席，华坪县和谐

之春书画笔会组委会副主任兼

办公室主任。

平之自幼酷爱书画。儿时，父亲经常讲述丽江著名画家周霖（父亲王照星在丽江

读省立高中时的美术老师）如何刻苦作画，永胜画家闵兆福（字星甫）怎样在艰难环

境中画奔马等感人故事给平之听，使平之幼小的心灵受到启迪，并萌发了想当一名画

家的梦想。

平之读小学开始坚持绘画和书法的练习，从不间断；参加工作后，无论是在高寒

山区工作，还是到县委宣传部工作；无论是担任团县委书记、县文体局局长，还是到

县政协工作，都没有放弃对书画艺术的探索和追求。在宣传部、团县委、文体局工作

期间，还多次牵头组织举办全县性的书画展。平之在高寒山区工作生活了 15 年，华坪

的高山流水陶冶了他的情操。“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祖国美丽山河

是绘画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山里的老人、学生、农民朋友也是平之绘画

的对象。平之在多年的绘画创作过程中得到过许多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如北京的知名

书画家齐继先（齐白石后人）、陈振元、张永祥，昆明的曹建华、陈鸿翎、刘颖，丽

江的江勇、王志鸿、杨礼吉、闵文新、梁光明、任克兵，永胜的刘汝璋，华坪的和建

王平在龙洞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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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白永高、洪明祥等。另外攀枝花市政协

书画院骆景山院长还多次率该市的知名书画

家李良胜、沈章翔、康林、李晓华到华坪现

场交流，楚雄州元谋书画院袁陆华院长也多

次率元谋书画家到华坪进行交流，相互学习。

2007 年 6 月 2 日北京的知名书画家朴哲、陈

仲华、韩光熙、王石帆、张惠臣等应邀到丽江，

他们通过观看丽江展出的书画作品后，平之

被应邀到丽江拜会了书画家们，与书画家们

进行了艺术交流并陪同考察虎跳峡、长江第

一湾、纳西人家等地。2008 年、2009 年分

别应邀到云南省政协交流，2010 年应邀到普者黑交流，2010 年至 2013 年 3 次应邀到

丽江旅游文化学院艺术系交流。这些创作交流活动促进了平之艺术创作水平的提高。

2005 年开始，时任县政协教科文卫委主任、县书画协会常务副主席的平之，每年

都以“书画颂人民歌大好河山与时俱进，笔墨随时代建和谐社会再谱新章”为主题的

“华坪县和谐之春书画笔会”进校园、进乡村、进机关、进企业、进军（警）营活动；

到 2013 年 11 月，华坪县

共举办和谐之春书画笔会、

书画展览 26 场，赠送书画

作品 6000 余件，展出书画

作 品 1618 幅 ；和 谐 之 春

书画笔会还与有关单位共

同开展了为新农村、学校

绘制墙体宣传画，开展了

文艺演出 23 场，表演节目

423 个 ，参 与 的 师 生 、机

关干部、武警、人民群众

达 4 万多人次。墨舞和风

起，笔落花雨飞。在开展

和谐之春书画笔会活动中，

丽江电视台领导、丽江市

老干部书画协会领导以及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著名口书书法家和志刚、

书法家王法等也分别亲临

指导活动开展。在多年活

市委副书记杨浩东（右）、市老干局副局长黄光国（中）观看王平画作

在通达乡和谐之春书画活动现场创作

向基层单位赠送书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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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积累的经验，在省、市做了交流。其中墙上描绘新生活新闻图片，和谐之春书画

文化进村入校等新闻在《云南日报》、《云南政协报》、人民网、新华网、丽江电视台、

《丽江日报》等媒体上进行了广泛宣传报道。

2011 年 3 月 4 日，在华坪县会展中心组织开展了“祝贺华坪县人代会、华坪县政

协会召开华坪永兴金达全国书画名家作品展”。这次展出是继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全国

政协会堂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永兴金达全国书法展”，云南昆明展、

丽江展等展出之后，在华坪的又一次隆重展出。通过观展，华坪人近距离领略了当代

中国名家张海、白雪石、赵长青、张飚、陈振元、贾平凹、石祥、齐继先等名家作品。

在作品的创作、交流活动中，中共华坪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都给

予了亲切关怀，市县宣传、文化部门，有关单位及书画界的朋友，社会有识之士也给

予了关心、支持、鼓励。县内外的书画同道，如曾恭武、高自天、袁远琮、杨义、周

世 华 、杨 立 基 等

老师写信或作书、

作 画 赠 送 平 之 。

其 中 90 岁 高 龄

的文化名人曾恭

武老先生亲笔撰

书一副装裱好的

对 联 “手 绘 牡 丹

正 色 香 天 下 ，心

通竹节高风亮人

间” ，拿 到 政 协

赠 送 给 平 之 ，领

导和老师们的殷

切希望和鼓励让

平之深受鼓舞。

笔 墨 当 随 时

代，笔墨的运用与表现是一个长期的实践和探索过程，在继承的基础上，需要不断实

践、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和创新。在书画艺术创作中要加强艺术修养，也

就是说，要具备画内功和画外功。所谓画内功就是笔墨、造型两类，笔墨分用笔和用

墨，所谓造型就是观察和提炼。而画外功就是灵感和修养，灵感所反映的是修持和省

悟，修养所要求的是读书和读画。在实践与探索写意国画的创作进程中，平之始终把

读书作为基础，加强读书与读画相结合。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同时学习临摹名家画作，

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在实践中，平之对花鸟、山水、人物等都有涉及，

尤其对牡丹、竹子情有独钟。牡丹是我国的国花，雍容华贵，国色天香，提起画笔、

画起牡丹就有一种爱国情怀。竹子是人品的象征，它清韵高洁，潇洒临风，直节虚心，

玉立森寒，苍翠欲滴，四季常青。正因为这样古人才有“不可一日无此君”，“宁可

著名画家彭耘赠送作品

省美协秘书长杨鹏赠送作品

著名书法家王志鸿赠送书作

著名画家王首麟赠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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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后

人也有“无肉使人瘦，无竹

使人俗”的感慨。因此，牡丹、

竹子等题材是平之经常入画

的内容。

艺术创作是一项长期而

艰辛的过程。艺术之为是起

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灵魂

成果，是本着求真务实态度

的创作之旅，而艺术家是将

灵魂成果与生活源泉有机融

合的紧密联结者。写意画创作是作者心灵的写照，要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守得

住清贫，握得住笔杆，追随生活的本源，深挖生活的笔力，反映人们的心声，遵循大

自然的奥秘，充分表现语言难以说清的含意，把美呈现给人们，潜入人的心灵，展示

世间的哲理，开发人的智慧，引导人们积极向上，让人人心中盛开幸福之花。

通过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平之的部分作品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人民大会堂、

政协会堂以及江西美术馆，山东威海市政协，河南郑州美术馆、郑州市政协，云南省

博物馆等地展出并获奖。此外，近些年平之还曾有过诸如下列这些入展获奖作品——

2005 年 3 月 22 日，国画作品被中共丽江市委、丽江市人民政府授予“丽江市首

届文学艺术创作奖”。

2006 年 12 月，国画作品被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中国人民解放军环保

绿化委员会授予“共建绿色家园　构建和谐社会全国书画大赛”优秀奖。

2007 年 4 月，国画作品被云南省警察协会、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云南省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评为“鑫益杯”警民共建和谐云南美术、书法入展奖。

2007 年 12 月 15 日，国画作品被中共河北省易县委员会、易县人民政府评为“红

色之旅——走进狼牙山国际书画大展”优秀奖。

2008 年 3 月 18 日，国画作品被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评为“健康和谐中国

画展”入选奖。

2008 年 5 月 1 日至 15 日，国画作品参加了由丽江市慈善会、丽江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古城区广电新闻出版局等单位在黑龙潭玉水宫举办的义展、义卖活动，义

卖收入作为善款捐献。

2008 年 6 月，国画作品被山西省中共安泽县委员会、安泽县人民政府评为“荀子

故里　神奇安泽”全国书画大赛优秀奖。

2008 年 7 月 20 日，国画作品被丽江市广电新闻出版局评为“迎奥运　画名城”

入展作品。

2008 年 10 月，国画作品入选“纪念张伯驹诞辰 110 周年全国书画和国宝展”，

作品被河南省文化厅等单位评为优秀奖。

王平在户外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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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1 月 10 日，国画作品被汝州市人民政府评为“第四届中国汝官瓷杯”全

国书画大赛优秀奖。获奖作品捐赠给汝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义卖，义卖收入全部用于发

展残疾人事业。汝州市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特颁发“大爱助残”证书。

2008 年 12 月 6 日，国画作品被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为 2008

年云南省首届“三农”书画摄影展农村文化建设鼓励奖。

2009 年 3 月，两幅国画作品入选“丽江·凤凰双城水墨书画展”并在北京、丽江、

凤凰等地巡展。

2009 年 9 月 7 日，三幅国画作品参加“玉龙雪山杯”书画摄影展特邀展出。经政

协玉龙县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由政协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委员会收藏。

2009 年 9 月 20 日，国画作品被山东原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博物馆收藏。

2009 年 12 月，国画作品参加中山“文博园碑”中华文人第五届全国诗书画名家

邀请展，作品被中共定州市委、定州市人民政府评为三等奖。

2009 年 12 月，国画作品入展由江西省美术家协会、江西省书法家协会、中共泰

和县委、泰和县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中国白凤乌鸡杯书画大展”。

2010 年 8 月，国画作品入选由渭南市主办的“纪念习仲勋书画邀请展”。

2010 年 9 月，国画作品被丽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收藏。

2010 年 9 月，在参加“情系西南走进普洱中国茶城书画邀请展”大型公益活动中，

被中共普洱市委宣传部、普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思茅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授予“义

捐大作，精神可嘉、大爱永恒”荣誉，并颁发荣誉证书。

2010 年 10 月，国画作品在云南省科技馆参加“祥和彩云南”云南省政协系统书

画摄影作品展，并被政协云南省委员会办公厅，民建云南省委员会评为优秀奖。

2010 年，国画作品被中国永胜·云南边屯文化博物馆收藏。

2010 年 12 月 30 日，获奖作品《春风着意》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丽江市委员

会收藏。

2010 年，应南京爱德基金会和丽江市政协爱德项目办邀请创作 130 件国画作品捐

献给爱德基金会，并在广州、香港义卖厅成功义卖，义卖所得收入全部为爱德基金所有，

支持华坪的绿色产业发展。

2012 年 10 月，国画作品参加“第七届海峡两岸书画大展”，入选作品被政协河

南省郑州市委员会、中共郑州市委统战部、河南博物院等主办单位收藏。

2012 年，国画作品入选由丽江市财政局主办、丽江市书法家协会承办的“理财杯

财政文化书画展”。

2013 年 1 月 1 日，参加丽江市“书画精品进校园宁蒗邀请展”，国画作品三幅被

中共宁蒗县委宣传部、宁蒗县书画协会收藏。

2013 年 9 月，国画作品参加由丽江市古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古城区委宣传部主

办的 2013 年廉政文化书画展，参展作品被古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永久收藏。

2013 年 10 月 26 日，国画作品 9 幅被华坪县档案馆永久收藏。

积极支持全国安全生产公益活动，连续参加相关书画展，这些作品走进军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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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企业，丰富了群众的文艺生活，让安全信仰常驻心中。2014 年，经全国安全生产书

画展组委会对第一至第三届参加的书画家综合评定，王平被评选为“全国安全生产爱

心书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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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木青山好屏风
138 X 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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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暖   
98 X 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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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夏
98 X 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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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水
98 X 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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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冬
98 X 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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