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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芬，字若清、楚玉，号子珮，法号源清。

中国美术家协会培训中心授课导师，中华诗词学会会

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全国美术理论研究与书画创作

高研班班主任，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中国新闻书画

院副院长，澶州书画院院长，濮阳市第七届政协常

委，主攻花鸟画、兼习山水人物。河南省濮阳市党校

艺术学副教授，河南省濮阳市职业技术学院特聘艺术

学教授, 获得河南省文明教师、河南省优秀女职工称

号。被台湾中华艺术协会授予“终生尊荣”奖。

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美术展览并获奖，多

次举办个人画展和参加爱心慈善捐助公益活动。多篇

学术论文或国画作品在国内外相关专业刊物发表，作

品曾多次被国内外相关机构或个人收藏。曾出版专著

《水墨丹青——中国画史浅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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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处以默，妙机其微。”乃《二十四诗品·冲淡》中的第一句，说的是一种人

生境界。意思是人要保持一种虚静的状态，则可自然而然地洞察宇宙间一切微妙的变

化。我想，这八个字用在李清芬女史身上，似乎更恰切公允。

李清芬，字若清，号子珮，其性柔美婉约、坚韧豁达、清秀雅异，善乐助而不求闻

达。来自于华夏龙都、仓颉故里、濮水之阳，深厚的文化积淀赋予她刚柔相济、和不露

圭的风骨，以及钟情书画、痴迷文学艺术的才情。初识清芬是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培训中

心，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随后清芬始终以师礼待我，并且虚怀尚艺，恭敬有加。后

来多次赴津求教，画艺画技大有增进。我也曾应邀赴豫，或作课，或交流，或分享，或

饱览山水、寄情中原；或洗心悟禅、聆听天籁。这份难得的师生之谊，一幕幕画面犹在

眼前，一声声笑语如在耳畔，一幅幅作品定格心间，历久弥香，回味无穷。

一直以来，对清芬的认识基于她是一位悟性极高、有品有位、格调雅致的才情

女画家。知她勤奋刻苦，笔耕不辍，作品日渐丰厚。直到前不久清芬转来《水墨丹

青——一读就懂中国画》一书的清样，细细品咂之后，不觉对清芬有了更深一层的认

知和了解。在画家，尤其是女画家中，能挥毫泼墨，点染山水，佳作迭出，略有影响

的不在少数，但能如此精读概论，熟稔法度，并加以潜心梳理，形成专著的当属凤毛

涤心蕴智入妙境，寄言青墨凝画魂
□霍春阳

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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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角了。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一个人难能可贵的是做到这一点，像水一样

至清至纯，心底无私，润万物而不与之相争。这是万物归一，天人合一，中庸中正的

具象，是从有我到无我的升华，诚所谓“得道是也”。细读《水墨丹青—— 一读就懂

中国画》，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追求大繁至简，大雅似拙的通俗读物，她坚持“五化归

一”的原则，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复杂的理论简单化、纷繁的知识条理化、枯燥的

表述通俗化、空洞的说教艺术化，直至这部书鞭辟入里，通俗易懂，有嚼头，有看

头，有想头，让业内人士一目了然，让外界之士一读就懂。从而引领时代，让更多的

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画，有一个全新的认知、解读和热爱。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它流淌了五千年至今从未贫血，可谓道统深厚。而书画

艺术正是这泱泱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写照之一。通过书画，我们可以怡情养性，洗涤心

灵，蕴含智慧，表现真诚，更甚于传承天意，彰显和平，于人生、于社会、于民族，

乃至于国家，都大有裨益。因此，在国人中普及和弘扬中国书画的精神，就显得尤为

重要。想想看，我们身边不乏钟情书画、向往艺术的芸芸众生，他们热爱艺术，他们

追求艺术，但对书画专业知识却知之甚少。因此我们一些专业的画家和理论家，就有

必要通过一系列的形式和方法，向他们普及这些书画知识。只有这样，我们优秀的

传统文化才有根基，才有地气，才有源源不竭的动力。《水墨丹青—— 一读就懂中国

画》这本书，就起到了这样一个文化普及的作用。

通篇观之，一是文字简洁明了、深入浅出；二是文笔洗练流畅；三是内容详略得

当；四是图例丰俭自如；五是归纳条理分类化。既有正本溯源的中国画简史，又有

异彩纷呈的流派追宗，同时，又从题材、技法、内容、形式、意境、笔法、墨法、

构图、落款、纸张、钤印、装裱、收藏与保养等多角度、全方位阐释中国画的基本常

识。清芬是艺术学教授，有着长期的教学实践和丰厚的理论基础，因此，她更懂得为

画者的心态和困惑，更懂得入辟入理的分析和解读。

读一本书，能够清晰明了，不艰涩、不空洞、不繁杂、不累赘，寓理于事，藏拙

于简，潜移默化中能给人以启迪，娓娓道来中能使人受益，这便是作者的初衷。此

书，蕴含了清芬大量心血，这是继《水墨丹青——中国画史浅说》之后，清芬的又一

扛鼎力作。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盈科而后进，愿清芬砚棣在高妙典雅、淡泊

宁静中彰显传统文化的精神与内涵。新书付梓之际，聊序絮语，为祝贺，更为嘉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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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画家总是比男画家更令人瞩目，不仅因为女画家在人数上较少，其成为画家的

几率较小，且因为女性一旦成为画家，其呈现出来的清雅、温婉、出尘的气质往往特

别耀眼。李清芬女史便是这样一位画家。

记得是半年前了吧，她托人要我帮她看看书稿——她呕心沥血经营了多年的一部书

画类的书稿，即将付梓印刷出版，但她还是不放心，还是要请人尽可能多地帮她把把

关，不知怎么就找到了我。说实话，我们虽然认识也有一些年了，也经常在一些书画

活动时见面，有时也聊聊，但对她的画、她的人还是缺乏认识。现在，要看她的书稿

了，据说出版社那边也催得紧，我便撇开其他事情，用了两个星期的业余时间，看完

了她的书稿。由此也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她这个人，她作为女画家的特质和成就。

先说她这部书稿《水墨丹青—— 一读就懂中国画》。严格说来，这是一部纯粹的

书画理论书稿，又是出于她这样一位有成就的书画家之手，其专业性自不待说，需要

特别说明的是这样一部专业书籍，却并不以故作高深的姿态，讲述她的深奥的学问，

而是重在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地向人们普及书画知识，譬如从最基本的书画的起源、

发生、发展讲起、以至于到明清成熟等等，甚至笔墨纸砚、印泥的选择、书画尺寸的

计算、市场的行情等均有涉及，有的还是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使人读过之后，

九畹扬芬
□苏　斌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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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对书画知之较少的人，恐怕也要喜欢上中国书画了。当然，仅仅是这些还不足

以教人信服。至少在我看来，她的整本书的体例设计、编排也是颇费心思的。譬如，

从最基本的书画知识讲起，到了中间部分，把读者引领进门径后，讲到目前人们最关

心的有关书画作品如何取舍，如何欣赏，如何购存、收藏的问题，则提出了看似普遍

的道理，却又有着自己独到的心得和见解。她这些见解的得来，实际上是她的书画实

践的总结和体会，因为她在几十年的书画创作和教学中不断积累，有所领悟，化而为

之，所以讲出来才能贴近实际，可信可行。她说到书画的雅与俗时列举了六类“俗

气”书画的表现，如“草率气”：急躁求成，油滑草率，笔墨漂浮，粗而不雅；如

“市井气”：无笔法墨法，虽工细而无力无韵，如工艺品中的画面非常甜俗等等，使

人想到目前市场上或书画店里比比皆是的行画。与之相对的列举了五种“雅”的书画

类型，如“高雅”：古淡天真，毫无色相；如“典雅”：布局有法，行笔有本，有变

化而不离规矩等等，如此说来，不是迎合部分人的低俗欣赏习惯向下，而是引导大众

提高欣赏水平向上。这本书的主旨正在于此。

她最早在大学里是学人物画的，那天我无意中在她的电脑里看到一幅她画的观音

像，面相慈祥，雍容大度，其衣纹勾线飘逸潇洒，真乃是吴带当风，甚或曹衣出水。

她说，那是她早年的作品，如今她主要是画山水和花鸟。她的山水取法“四王”而上

溯宋元，又不拘泥于前人，而是有着自己的想法和面貌。记得那次她在请人转交给我

书稿的同时，附带着送我一册她作为班主任的书画高研班的师生作品集，其封底印着

她的一幅山水，那幅山水，在点线面的有机融合下，在华滋浑厚的背景里，透着空灵

和清新俊逸的意境。她的花鸟画，也有着自家面貌。她曾师从的导师霍春阳、吴静

初、孙克、何水法等等，每每告诫她，只可师师心，不可师师法。她就是遵循着导师

们的教诲，每每作画，都要力求新意。她喜欢宋元花鸟、宋元意蕴，反复临摹，领会

其意、其旨、其境。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与她晤谈，她说到的最多的是她的导师吴静

初，吴静初先生，人物、山水、花鸟样样精通、精彩。我曾用心认真拜读过吴先生的

画作。他那种用墨、用色、用水的恰到好处，营造的那种雅致，那种静谧，那种出尘

的境界，确实独步当代。能师从这样一位大家，应该是李清芬女士的荣幸。怪不得在

她的画里，在她的气质里有着那种高蹈，那种清雅的意蕴。说到她的画，这里试举几

例——《春满庭》，画的是一幅玉兰，主干从右下石间向左上斜出，雪白的、盛开的

玉兰花挂满枝头，两只鸟儿一上一下立在枝头，上者转头向左注视着远方，下者低头

细寻，似乎在侧耳倾听。看似各自为之，实则顾盼生情。因为它们抵足依偎，相互照

应。玉兰花以粗笔勾勒皴染，鸟儿以细笔描绘经营。所谓兼工带写，工写结合是也。

《枇杷芭蕉小鸟图》，芭蕉以花青阔笔大写意扫出，一上一下，形成夹角，两只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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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夹角处啾啾鸣唱，花青的芭蕉衬托以黄色的枇杷和墨色的竹叶，更加丰富了画

面，营造出一派清新明快的春之意境。怪不得大名鼎鼎的霍春阳先生在她的一幅梅花

图上称赞：“画梅得其风骨”。霍春阳先生还在她的一幅题为《养心》的画上题跋

道：“清芬作画得其生机可贺也”；吴静初先生则在观赏过她的兰花后题跋曰：“灼

灼清兰其香远兮。子珮（李清芬的字）仁棣妙绩读竟喜甚因题八字作端。西泠一如

（吴先生的字）记之。” 著名美术理论家孙克先生也在写给她的信里多有赞誉，孙其

峰先生、刘大为主席、何家英先生、李东辉先生等等也曾对她悉心点拨和褒奖。

说到她的温婉、细心和善良。还使人想起一件事情来。那是前不久的一天，我们

一起去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为她的书稿看样。看稿之余，到古玩城闲逛，看到一串手

串，想买下，但摊主咬定了价钱不放松，李清芬二话不说就掏钱递过去。之后在回去

的路上，别人都说，做生意的都这样，她看你想要，不但不会让利，还会得寸进尺。

可她说，看小姑娘挺不容易的，权当帮她了。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有着女性的娇小、

善良，又有着大度、豪爽的性格，身为澶州书画院院长的她为了让画院的同道有一个

舒适、轻松的绘画环境，前段时间在新年的鞭炮声中就亲自驾车将近十次到乡下寻

找老物件装点画院，曾有一次约我一同前往，我因故未能同行，甚憾！如今的画院里

虽未最后完工，但古色、古意、古风、古韵、古趣盎然。其实在她的心里淘的不是物

件，淘的是历史是传统是文化，画院里还专门辟出一室品茶弹古琴，在琴声悠悠茶香

袅袅诗词歌赋的和鸣里，倡导着“画外功夫”的综合修养。

正值春雨潇潇，春风荡漾的日子。在我这篇文章即将结尾的时候，不意中又看到

她的一幅兰花——虽然只有寥寥几笔，但其风神、其英姿、其空谷幽兰的美好意境已

跃然纸上。所谓“九畹扬芬”，屈原《楚辞·离骚》诗云：“余既滋兰之九畹兮，

又树蕙之百亩。”元张昱《赵松雪墨兰》又有：“玉庐墨妙世无同，九畹高情更所

工。”像春天的花粉、花气，在空中轻飏，弥漫开来。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于听风楼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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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中国画

中国绘画历史源远流长，见于史料上记载的以伏羲氏画八卦、黄帝画制服、舜妹

嫘氏绘影像为最早。早期的绘画经匠人的再造，刻在甲骨上、青铜器上，也有绘在陶

器上。直至汉代纸张发明后，画者用毛笔在纸上绘画，才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中国画。

国画在古代无确定名称，一般称之为“丹青”，主要指的是画在绢帛、宣纸上并加以

装裱的卷轴画。传统绘画形式是用毛笔蘸水、墨、彩作画于绢帛或纸上，这种画种被

称为“中国画”，简称“国画”。中国画不仅需要用如水墨、矿物质颜料、绢帛、宣

纸等特殊的工具和原料，要用被称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作为基本

用具，而且还有自成体系的技巧手法，例如“皴、擦、点、染、描、飞、白、托”等

笔墨技巧与装裱押署的制作手段。中国画还有相对集中的绘画题材与颇具哲理的绘画

理论。题材可分人物、山水、花鸟等，技法可分工笔和写意。中国画在内容和艺术创

作上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

的认识。中国绘画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沿传相续，嬗变演进，逐渐形成了它的传

统。这种传统风格和民族的审美需求，在时代的前进中不断得到充实、突破和创新，

并孕育和造就着新的风格的出现，成为华夏艺苑中的瑰宝，也是世界美术花园中一朵

光彩夺目的奇葩。中国画形成了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而且流派纷呈，高手林立，

简述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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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卓越，博大精深。中国画是中华民族绘画中最重要的绘画形式，经过数千年的发

展，已成为世界艺术之林的一面旗帜，形成了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语言体系。中国画

不但成为了中华民族绘画中最高艺术水平的代表，也成为了东方艺术精神的重要表率

之一，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性的影响。中国画是融绘画、书法、篆刻、文学于一体的

综合性艺术，融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审美意识与哲学思想。

中国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它不单纯拘泥于外

表形似，更强调神似。它用毛笔、水墨、宣纸等特殊材料，建构了独特的透视理论，大

胆而自由地打破时空限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想象力。这种出色的技巧与手段，不仅使

中国画独具艺术魅力，而且日益为

世界现代艺术借鉴吸收。倡导“师

造 化 ” “ 法 心 源 ” ， 强 调 人 品 画

品的统一，“不求形似”“无求于

世”，不趋附世俗审美取向，借绘

画以示高雅，表现闲情逸趣，并且

注重将笔墨情趣与诗、书、画、印

有机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绘画

样式，涌现了众多的杰出画家、画

派，创作了难以数计的优秀作品。

一、中国画的种类

中国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

的传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

不少分科，从题材上分，主要有人物

画、山水画、花鸟画、界画。

1．人物画是以人物形象为主

体的绘画，主要包括仕女画、肖像

画、风俗画、道释画、历史故事画

等。战国时代，我国就出现了成熟

的人物绘画，并达到了较高的艺术

水平。人物画强调“传神”，通过

对人物面部表情（特别是眼神）、山水画　五代　荆浩《匡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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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语言、环境等的刻画，达到以形写神、突出人物内心世界的效果。例如：南唐顾闳中

的《韩熙载夜宴图》。

2．山水画是以描写山川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隋唐时期，山水画已成为独立的画

人物画　南唐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简述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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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至五代、北宋时期，山水画日趋成熟。山水画依技法和设色可分为水墨、青绿、金

碧、浅绛、淡彩等形式。山水画强调“诗情画意”，表现雄壮粗犷或秀丽俊美的山势，

云吞雾绕、情景交融的意境创造，将大自然的美与文人逸趣（中国文化）紧密地糅合在

一起，运用高远、平远、深远（即“三远法”）的结构及“计白当黑”的方式来处理画

面。“高远”体现山峰的雄健，使人感到山势逼人，如临其境；“深远”表现山重水

复，使人感到深邃莫测；“平远”使人视野开阔，心旷神怡。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要打

人物画　南唐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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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焦点透视观察景物的局限，而要用仰视、俯视和平视等散点透视来描绘画中的景物。

3．花鸟画是以描写花卉、瓜果、鸟兽、虫鱼竹石等为主体的绘画。花鸟画肇始很

早，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殷周时代的青铜器上，就有许多花草、虫鱼和龙凤之类的图

案纹饰。传统花鸟画依题材可分为花卉、瓜果、翎毛（禽鸟）、走兽、虫鱼等类型。

花鸟画以托物言志、借物抒怀，来赞美生命、歌颂大自然，挥洒画者“胸臆”。在笔墨

色彩上讲究：（1）笔法丰富，有力度，或浸润凝重、或枯涩快疾、或中锋、或逆锋、

或侧锋、或拖笔、或散笔。（2）墨色多层次变化，古人有“五墨六彩”之说，指的是

一笔画出墨和水的结合要有从浓至淡的多种变化，“五墨”即：浓、淡、干、湿、焦；“六

彩”即：黑、白、干、湿、浓、淡，在墨法上有积墨、破墨、淡墨、焦墨、泼墨等等。

（3）色彩随类赋彩的感性色彩居多、色相沉着雅致为上，讲究墨色气韵。

4 ． 界 画 是 以 宫 室 、 屋 宇 、 亭 台 楼 阁 等 建 筑 物 为 题 材 ， 用 界 笔 、 直 尺 画 线 的 绘

山水画　元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局部

简述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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