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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浅论黄格胜中国画创作观

艺术作品是创作者把握审美对象丰富外观和本质特性，并且将这些外观和

特性在自己心理结构中加以审美内省的产物，所以创作的观念和方法既有着共

通性，又有着丰富个性，这样不仅使创作者之间、创作者与读者之间获得彼此

沟通的价值认同平台，而且创作者鲜明的个性风格，也能由此借助丰富多彩的

艺术作品表现出来。

通过对文艺作品开拓者成功经验的学习和借鉴，可以让同行和后辈凭借这

些丰厚的理论和创造资源，思考和认识未来努力的方向，从而创造出更新更好

的作品。因此，画家黄格胜的中国画创作观很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和研究。

作为 “漓江画派”的领军人物，黄格胜无疑是一位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和

文艺评论家关注目光的画家。尽管 “漓江画派”的概念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

由画家阳太阳提出，但给 “漓江画派”注入最大活力和动力的，还要数黄格

胜———他不但在学术上为打造 “漓江画派”而一直不辞辛劳地引领 “漓江画

派促进会”做各项推广促进工作，而且在创作上，他还不断推出让文艺界关

注的新的画作，为 “漓江画派”学术创作理论提供了坚实有力、生动具体的

创作实例支撑。

那么，黄格胜在中国画的创作观上究竟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

方呢？总的说来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一、苦修：不懈的求索之路

黄格胜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出了名的，他年轻时有着一段至今仍让我们这些

后辈欷不已的奋斗经历。尽管当时社会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总是一边

工作，一边抓住每一个机会认真学习，先是走村串寨为农民画炭像，为乡镇企

业写招牌、画广告，后来在一个县电影院当美工时，每天除了画广告、做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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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之外还得做许多繁杂的工作，但在完成本职和非本职工作之后，他仍然继

续读书、练习书法和绘画。①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但苦修书法和绘画，而且认真研读中国古典名著

以及所有能找到的中外文学作品，阅读时把优秀章节、精彩描写和好诗好词等

摘录下来细细品味，最后写出读后感与周围的人一起切磋交流。《老子》曰：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后来

呈现于黄格胜绘画里的那种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的厚重人文精神，就是这样一

步一营地积累起来的。

正是深知文化底蕴对一个人艺术修养的基础性作用，因而几十年之后，当

广西艺术学院桂林中国画学院招收首批学生时，作为院长的黄格胜要求 “文

化课分数线绝对不下调”。他说：“要成为真正的世界级国画大师，要让西方

人感到震惊，就必须对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和书法有着系统的研究”，

“中国要在世界赢得一席之地，关键就是要做强做大，经济上如此，艺术文化

上也是如此”②。

清初学者魏禧在其著作 《答施愈山侍读书》中就提出过：“欲卓然自立于

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文艺家须首先从生活阅历中积蓄素材，即 “积理”，

随后才能在思想和艺术上酝酿、提炼和琢磨，即 “练识”，最终达到 “博学于

文而知理之要，练于物务，识时之所宜”。黄格胜对学艺者文化底蕴的看重，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他那幅享誉国内外，被誉为 “表现漓江的绘画中

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的浩浩长卷 《漓江百里图》③，他谦虚地说只是因为从

头到尾全面反映漓江风光的大型长卷还没有人画过，故而是 “历史赋予我们

这代人的一个机缘，也是一份责任”④。

可实际上，这幅画不知凝聚着他多少心血、汗水。为了画好 《漓江百里

图》，他上下往返漓江二十余次，或乘船，或骑自行车，或步行，写生上千

幅，对漓江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的各个面貌以及漓江附近的龙胜、三江、平乐、

荔浦等 “大漓江”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寻找、翻阅了大量关于漓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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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格胜山路弯弯 ［Ｊ］艺术探索，２００５（１）：１０９
程云杰寻求 “文化 ‘入世’”的中国画家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ｃ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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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文黄格胜：新时期广西美术的卓越代表 ［Ｊ］艺术探索，２００５（１）：９９
黄格胜山路弯弯 ［Ｊ］艺术探索，２００５（１）：１１０



历史、神话传说、诗词故事和图片。① 这仅仅是直接的准备工作，还不包括以

前亲临名山大川写生，大量地阅读画史画论，大量临摹古今名画等必须投入极

大时间和精力的基础性训练。

正所谓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挥笔前，首先得细致体察、领悟和撷取

审美对象的形、神、真、理，其后方可得其情、境、意、韵与趣。黄格胜曾在

他的文章中提出绘画的 “三境界”说，即 “境”“情”“趣”三个关键词。其

实在这三境界之前，还隐含着一个关键词，那就是 “修”，只有挥汗把基本功

苦修好了，才能厚积薄发，进一步写气图貌，随物以婉转，实现 “三境界”。

黄格胜后来动情地回忆道，在 《漓江百里图》动笔前的那段时间里，“平

时读书看报、作画；闲聊都与桂林山水连成一气，并把生活中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想甚至梦中有关桂林山水的一切都详细地记下来，就像我的一方

‘梦萦漓水三百里’的印章所说，真正是朝思暮想，魂牵梦萦，达到漓江即

我，我即漓江的 ‘天地人合一’的 ‘全方位观照’境界”②。可见，要想 “化

十年寒窗之学养，笔耕墨耘之底蕴，聚三山五岳之精华于漓江”，没有一番磨

砺和苦寒是不行的。

在黄格胜身上，总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激励着、驱使着他向前

行进。《漓江百里图》完成之后的岁月里，他评上教授，担任院长，被选为全

国政协常委等，可谓功成名就，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下不懈求索的步伐。写生

的地方 “有时烈日曝晒，有时地冻天寒，有时风雨交加，有时坐不能坐，站

不能站……”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到各地写生。

他的同事李普文博士记录的一件轶事，就让人在感慨之余，真切明白

“苦修”在他创作观中的基础性地位：“他的下乡体验使许多同行者深感 ‘恐

惧’。有一次，他带着几个学生下乡写生，结果，由于农村生活过于艰苦，那

几个 ‘少壮派’的学生或者因不适而病倒，或者因不适而中途开溜，最后，

只有他一人坚持到预定时间健康返回。”③

黄格胜有两句名言，一是 “不着急、不偷懒”，二是 “国画是靠宣纸堆出

来的”。这两句话表明了他持之以恒的创作原则：稳健进取，不为眼前虚荣浮

名所惑，力求自己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正是这种不辞辛劳、勤奋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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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格胜山路弯弯 ［Ｊ］艺术探索，２００５（１）：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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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质，使他的画作蕴含着一种 “真力弥满，万象在旁”的精神力量。

二、熔裁：万取一收，精练地再现生活

没有苦修之学养不能成大器，但若停留于此也不行，创造毕竟不同于一般

的写生习作，在面对丰富繁杂的自然景物时，虽依法则，仍须删拨大要，涉及

对景物的搜妙创真、运转变通和熔裁提炼，而这些具体的创造问题恰恰是最不

易解决的。

在创作 《漓江百里图》时，黄格胜就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比如，他提

到，漓江的山、水和树往往要在画卷中反复出现，如何才能使 “山山各异、

水水不同”？还有，山水景点实际并不全位于江边，如何聚合这些散布的景

点，如何把握漓江山水之 “秀”的分寸，使之秀而不媚，以及两岸竹林、榕

树、七星、芦笛等著名的岩洞如何置于卷内，景与景之间如何连接，如何过

渡……这些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技艺来应对的问题。①

对此，他采用了三大创造手法。

（一）集中表现法

“去其繁章、采其大要。”比如，把桂林的园林放到七星公园重点体现；

将蜿蜒两岸的吊竹，安排在 “杨堤”附近，与瀑布形成黑白、动静、远近的

对比，为下面出现的满江竹排做了铺垫，其他地方出现的就虚化成远、小、淡

的；为了营造一个蓊蓊郁郁、幽静清凉的榕阴世界，把一大堆榕树拉成近景，

用淋漓酣畅的笔墨来塑造，甚至还把红水河等地的榕树也搬到画面上以增加

分量。②

此外，为了不使秀气的漓江山水因为太 “秀”而 “媚、俗、薄、弱如同

盆景”，黄格胜在具体作画时采黄河、长江、黄山、泰山雄浑壮美之气，运转

融通于漓江景物之中，实现了 “聚三山五岳之精华于漓江”，此法正所谓 “浅

深聚散，万取一收”。为了使有限的画卷所展示的内容能够典型化，就必须在

自己所占有的广泛丰富的景物材料中，选择能集粹表现审美对象的部分，博观

约取、芟繁剪秽，把它们提炼、统摄为典型化的更加精粹的美景。

（二）对比法

“权衡损益，斟酌光色。”比如，他考虑到除了少数地段外，漓江水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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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感均不强，照实画出 “山静水静”的景则显得呆滞，于是他制度时因，别

出心裁地把水处理成静态的，山反倒因云气和动势活动起来，“形成一条有韵

律有节奏的运动线”，造成 “山动水静”之势。

考虑到桂林山水起伏不大，为避免构图变得单调杂冗，他还不执定法，在

“兴坪”之后的画卷里制造了一大段墨黑的夜景山水，以及紧接着出现的不着

点墨的大空白，黑色和白色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从而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冲

击力和感染力。

（三）革新创造法

“天道酬勤，思者常新。”明代学者谢榛于其著 《四溟诗话》里云：“平易

而循乎绳墨，法之正也；隽伟而不拘乎绳墨，法之奇也；平易而不执泥，隽伟

而不险怪，此奇正参伍之法也。”艺术创作具有相对稳定的基本规律，然而如

果总是墨守成规，就会导致创造渐渐僵化，因此艺术家需要在具体创造时，博

观约取，运转变通，突破既定观念和手法的束缚，在传统与革新之间灵活地寻

找平衡，即清代学者叶燮于 《原诗》中所说的：“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

者相济，于陈中见新，生中见熟，方全其美。若主于一，而彼此交讥，则二俱

有过。”

那么，黄格胜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整体上看，笔者认为主要包

括 “形”“色”和 “境”三个方面。

（一）“形”

“形”，即前面提到的 《漓江百里图》里 “聚三山五岳之精华于漓江”

“山动水静”等。在处理阳朔碧莲峰时，为避免谨毛失貌地把碧莲峰画成一个

呆板的等腰三角形，他先 “削”后 “搬”再 “炼”，削掉碧莲峰的上半截，然

后把散列在山前山后的景，全部搬到前景来，最后重点刻画临江亭、襟江阁、

榕阴古渡和山腰风景道以及闻名遐迩的石刻大字 “带”等景物。此外，为了

“隽伟而不拘乎绳墨”，他特地采用解剖画法来构图，并以西画的长处处理光

色，把与主题无关的部分留白，从而在不失中国画传统笔墨情趣的前提下，更

本质地表现出岩洞内景色的质感、光色美感和神秘感。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山石皴法的发展：桂林属于喀斯特地貌，由于在

长久的风雨剥蚀和地壳变动影响下，这里山石的形貌与中国其他地方有较大差

异，故而 “即使搬出中国山水画中的所有皴法也无法概其全”，于是他针对桂

林山石的形貌特点，在画阳朔县城到大榕树这一段时，不但 “用上山石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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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较主要的长、短披麻皴，大、小斧劈皴，折带、卷云、解索、鬼脸、弹窝等

皴法”，而且还创造了 “一些连自己也无法定名的稀奇古怪皴来适应画面和对

象的需要，来了个集皴法之大全，并有意识地把这一段江面缩小推远，减弱墨

色变化，以强调石头的 ‘骨气’”①。

（二）“色”

黄格胜是个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喜欢 “犯忌”的国画家。如前面提到

的 《漓江百里图》里 “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景山水，他为了把夜景氛围

渲染得更充分，还采用了类乎版画的强烈黑白对比手法，不但泼墨而且还复以

喷枪喷墨来加重分量。这种 “大黑大白”的绘画手法可是一般人不敢为之的。

又如，在他后来创作的 《漓江百景图·驼峰秋艳》里，也是呈现出一种颠覆

性的美。他另辟蹊径地把水墨山水画画得色彩纷呈：红黄蓝绿、色彩斑斓的驼

峰、孔雀和草木几乎占满画面，传统山水画所追求的那种恬逸、闲适、虚静、

深静和幽远的风格，在此一变而为充满生命活力的笔情墨韵。然而这种对陈规

旧俗的违反，却又显得那么率真洒脱，别有一番耐人回味的神韵，让人于细品

之后不禁拍手叫绝———正是在这种灵动而不失厚重的审美情趣之中，让人读出

画家对自然造化的感怀与热爱，感受到了一种心灵得到自由抒展之后的盎然

快意。

（三）“境”

“境”突出表现在他对桂林山水的独特理解上。 “形” “色”在 “造景”

上的创新，究其本质，就是为 “造境”上的创新做外观上的铺垫。在造 “境”

上，他往往博采诸景，超以物外，得其环中。如前述的 《漓江百里图》“聚三

山五岳之精华于漓江”，即是把 “势”与 “秀”结合起来的一种革新努力。

南朝理论家刘勰在 《文心雕龙》的 “通变”篇中指出：“变则其久，通则

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即艺术创作要常变常

新，才能持久，善于因袭继承，才不会贫乏。为了 “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

而不坠其实”，黄格胜在革新时常将奇丽融沉于雅正的传统构图之中，如盐入

水，显其味而不露其迹。比如 《漓江百景图·东岭朝霞》，构图清新平和，似

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 “东岭朝霞”原本为阳朔传统八景之一，东岭即

碧莲峰东面横亘数里的山岭，清早眺望，能见霞光从岭背流泻而下，五彩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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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景色蔚为壮观。然而此画之酌奇，就在于用旧题展新意，着墨的重点不是

朝霞，而是落在了闲逸空灵的整体造境之上———明净的江面上，漂行着几只小

舟。一层迷蒙的晨雾，从水面上弥漫开来，如轻纱一般把一旁的林木染淡。远

处的山则有郭熙所说的 “平远”构图之美，清代徐增 《而庵诗话》有云：“无

事在身，并无事在心，水边林下，悠然忘我。”那种清虚淡远的精神境界，盖

如此画所表现之意蕴。又譬如 《漓江百景图·静泊》一画，造境奇特，对比

强烈，寄寓一种深刻的禅意。一般题名为 “静泊”的画作，通常应多是直接

表现 “独钓寒江雪”的隐逸之风的。魏晋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清玄风尚兴

起之后，诗人画家多讲求画境 “逍遥自在，安闲自得”，后世书写 “淡泊明

志，宁静致远”隐逸情绪的，也基本遵循这一思路。但是越往后，这种托于

“清玄”，却越成为失意文人寄情山水以自遣的手法。以至于这种 “宁静致远”

“只不过是一个精神的假想，他们抒情的重心，主要是为了寄托官场、仕途的

落寞和不得意，那份怡然自得中，多多少少都还有一些做作和不甘心”①。但

在黄格胜的 《静泊》里，则完全没有这种 “酸味”，相反，画卷中寄寓的是一

种 “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精神追求，表达了画家豁达、豪迈的意境与情怀

———占画卷绝大部分的是险峻突兀的山，西侧山壁陡峭如斧削，东侧山势峥嵘

耸峙，一如开拓者必然要面对的人生中的重重艰难险阻。

此画 “境”的深意，就在于峭壁千仞那肃杀山势压迫之下，仍然有一叶

孤舟悠然自得地静泊青灰色的水面上———全画给人的这种静谧闲逸之感，乃是

在大山险峻陡立的气势映衬下显现出的———山以其势逼人，有如现实生活中人

的种种处境，然而孤舟中人 “旷然忘所在，心与虚俱空”，依旧心静如故。因

此这种 “静泊”之 “静”，才是真正的、深刻的，超越外物羁绊，而直源于本

心的 “静谧”。只要自己心志始终如一，在面对困难和挫折的境遇中，依旧保

持坚忍不拔的精神状态，那么尘世的喧嚣又有何惧？世态炎凉，我心照样淡泊

宁静。唐代高僧玄奘在 《大正藏》卷四五提到：“心外无物，万法唯识。”慧

能则于 《坛经》云：“若识本心，即是解脱。”画中这种心境的澄澈透底，喻

的正是君子找到本心之所归，超越尘世利诱势逼的洒脱禅境。

三、求俗：重视民间记忆的发掘、提炼和还原

前面提到黄格胜在绘画上的革新创造，有一点在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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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黄格胜的革新。首先是立足于热爱生活、乡土情结基础之上的革新。他

指出：“纵观中国画史，真正成名成大师并流传千古的，都是热爱生活、深入

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有鲜明风格面貌和深厚的学养者，是靠硬功夫，真刀真枪

地拼出来的；而靠简单的所谓 ‘观念’‘技巧’、追 ‘新’求异者，往往名噪

一时而如过眼烟云”， “我在画中寄托的是对生命、生活和大自然炽热的爱。

我有一句话是 ‘无情莫作画，作画莫无情’，我总是以热烈的感情和充沛的精

力来创作，首先是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①。

在他的写生题材中，乡村生活所占比重非常大。例如，《艺术探索》２００５
年曾经刊出的他于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２年创作的线描写生，一共２６幅，幅幅都是
山寨村头的写画。可见，他的乡土情怀之深，已使他自觉不自觉地总落笔于斯

土之上。

所以，“重视民间记忆，满怀乡土情结”，是黄格胜创作观中最核心、最

关键，也是最让黄格胜成其为黄格胜的一点。《孟子》有云：“大人者，不失

其赤子之心者也。”正是因为在黄格胜的画卷中，总弥漫着一种浸透着对乡

土、民间、民俗的理解、热爱和重视的民本精神，才使他的作品与其他画家在

创作风格上区别开来。

黄格胜在谈创作体会时说道：“我记得临摹过的名画和芥子园以及近现代

各位大师的作品，发现画的题材多为名山大川或小桥流水，具有强烈的地方特

色和民族特色且有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村寨鲜有涉猎，即使有也是浮光

掠影的猎奇，或只反映了她的僻远落没。如何表现她的古老、纯朴、多彩、多

情，特别是将村民淳厚的感情和人格融入画中，更为许多画家所忽略。”②

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尽管已经有许多人以民间题材为主题，创作了大

量绘画、雕刻作品，但是他们的创作往往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来看待乡土

自然，甚至是用一种猎奇、嘲弄的视角来解读粗犷、热情的乡土草根社会，结

果表面上仿佛是在表现乡土自然，其实在本质上反倒修改、覆盖了原本朴实、

单纯的民间记忆，遮蔽和压抑了乡土自然的本真实际。

黄格胜从不用这种 “他者”的目光去看待乡村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和

村民乡俗，而是将自己置身于现场，身临其境地去感受和体味这种生活的本真

意味：“我跟村民换烟抽而呛出眼泪；我和村民光着膀子猜拳喝醉了就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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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听他们无休止地唠叨或大发牢骚，关心他们的痛痒，因为真正了解他们的

人才能爱他们，才能 ‘爱人及屋’及山及水，才能带着深厚的 ‘无产阶级’

感情去倾情地表现他们”，“我生长在穷山僻壤，从小瞎摸瞎撞，直至考入黄

独峰先生门下，经历、学历、师承使我毫无余地地选择了从小熟悉的桂北桂西

风光作为描绘的主要对象，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民居，她的古老朴拙、参差错

落、变化无穷使我对之如痴如醉。尽管我早已遨游过大江南北、三山五岳，但

我觉得在那些地方得到的只是烟云供养，回头还是喜欢画自家山、自家水”①。

“我的画首先是入世的，而且人间烟火味越浓越好，这些题材是我看得

见，摸得着，嗅得到的，越土越好，土得掉渣；越俗越好，俗得到位。我觉得

越 ‘土’越有 ‘洋’味；越 ‘俗’越有 ‘雅’趣。所以我多到那些连汽车都

不通，极少被现代文明所 ‘污染’的地方去写生。也许，若干年后我可以为

研究这一阶段的农业文明提供素材。我的画面追求明快、爽朗、清新、饱满的

情绪，表现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哪怕是画一幢百年老宅。我决不追求那种世

界末日的感觉或痴人说梦的晦涩，更讨厌无病呻吟。”②

以他的 《漓江百景图·芦笛山下》为例，芦笛山下美景众多：芳莲池碧

波荡漾，岸柳婆娑，桃花盛开。但黄格胜的民本情结却使他不为所动，他钟情

的是那些 “土得掉渣” “俗得到位”的 “人间烟火”，故而专心画那些既

“俗”又 “土”的民居民房，所以在这幅画作中，我们看到了饱经岁月沧桑的

老树下，经多年风吹雨打而已古旧斑驳的砖瓦民房，并在那些盛着晾晒食品的

簸箕和参差错落的晾衣架中，找到了在现代都市中久违了的民风古韵，一种实

实在在的民间生活。

《漓江百景图·岁月如歌》则是另一幅耐人寻味的画作。在国画中，把山

画得气势壮阔、雄伟峭拔的并不少见，但是把民房也画得如此气势恢弘磅礴、

雄阔挺俊的，却着实不多。这兴坪民居的造景是如此雄伟，使我不禁要称之为

“一座民房”而非 “一间民房”了，画家蕴含于其中的 “民为贵”的民本之情

由此可见一斑。

绘画不仅讲究外在的笔墨功力、技法，更看重内在的神韵、内涵，即应当

借观照造化万物之机，予以 “浅深聚散，万取一收”，用笔墨之形抒写深邃厚

重的思想意蕴和艺术境界。黄格胜作画既以传统国画的笔墨技法为基础，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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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他自己鲜明的民本风格，民房的构图，看似顺手拈来，其实是数十年艰苦的

探索和努力的结果。正是因为总保持着一份不变的纯真无伪的乡土情怀，他才

会在此以一种对百姓感恩、热爱的赤子之情，择取仰视的角度，再现民房雄峙

巍峨之姿，更赋予了它一种 “民惟邦本” “宜民宜人”的民本主义的精神气

概，具有隽永深微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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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韦俊平水彩艺术的绘画精神

韦俊平水彩画的迷离且敦厚之风范，在漓江画派中别具一格。那种色彩明

快、表达强烈的情绪洋溢在画作中，具有一种极具美感又难以言状的迷离之

美。笔者在欣赏时，正想品评一番，却发现自己欲辩已忘言：论其取景，仿若

印象派如凡·高笔下那般巧妙地抓住对象刹那间的微妙光色，同时却又不失之

于印象派的粗砺，而是具有摄影一般的美感，然而其画面仍是水彩的韵味；但

倘若说是水彩，却又带有水墨的淋漓畅快；而精到的写实与率性的写意同在一

幅画中共处，却又交融为一，相得益彰。论其风格，乃变化多端， 《风味店》

（２００３年）、《渡口》（２００８年）、《繁忙之后》（２００８年）等画作风格为传统式

样，与苏格兰画家伊恩·列德瓦 （ＩａｎＬｅｄｗａｒｄ）的建筑水彩画走的是同一条

路。在 《细雨催新苗》（２０１２年）、《古寨新绿》 （２０１２年）等画作中，则承

袭着导师黄格胜中国画的风范。而在 《如茵的池塘》 （２０１２年）、《奶奶的菜

园》（２０１２年）、《绿荫》（２０１１年）等画作里，其中展现出的飞舞线条与纷呈

色彩，有一种超越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波洛克 （ＪａｃｋｓｏｎＰｏｌｌｏｃｋ）的张

扬之美……这些画作让我惝恍迷离，一时间竟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对之加以确

切的描述了。这让我不禁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欲细究这位画家是如何创作出

这样造景奇妙而又气韵生动的水彩的。

一、淋漓背后的赤子情深

关于作画时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韦俊平描述说：“只要是让我感动的景

物，我就尽情地挥洒，让水色自由地冲撞、流淌、交融，那种快感是局外人无

法体会到的……透明的色彩，永远无法事先预料得到的画面效果，矿物质颜料

在颜色干透之后沉淀而产生的厚重感，刀片在画面上刮出细节带来的快意，白

色块发出的耀眼光芒，就连在焦虑的心情中等待水彩纸干透绷紧的感觉都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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