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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寅

王奇寅，字颂为，1964 年生于江苏海安。中国新水墨书画研究会会长、清华美院书画高研班导师、文化部

中国国际书画艺术创作基地写意花鸟画艺委会副秘书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国礼

书画家、《当代美术》主编、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画家。

20 多年来，作品 3 次获文化部“群星奖”、26 次入选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大展

和出国展，并多次获奖。巨幅作品《春暖花繁装国风》陈列于天安门城楼；《铁骨冰魂》收藏于人民大会堂；《春

风喜雨》入选奥林匹克美术大会并被奥组委收藏 ;《凝霜立雪》获中国美协主办的上海世博美术大展优秀奖（最

高奖）。作品被国内外多家美术馆和收藏家收藏。出版有《全国十名优秀美术家之王奇寅》《王奇寅新水墨画》《牡

丹范画》《竹子范画》《全国中国画考级教材》等画册专著 10 余部；学术论文《花鸟画的现代意识》被多家核

心期刊发表转载；《美术》《国画家》《收藏界》《中国文化报》等 20 多家核心报刊、杂志及电台、电视台对

其进行过专题报道。历年来，他相继被评为江苏省文联优秀青年国画家，全国十名优秀花鸟画画家，全国中国画

20 家，当代最具收藏增值潜力的画家。2012 年被评为影响中国收藏界 10 大优秀国画家。

中国花鸟画源远流长，一代又一代的花鸟画家呕

心沥血，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我们描绘出花鸟画

的百花图。

花鸟画历经宋元明清四代的演变发展，其风格和

样式已经高度完备，形成了固定的程式和法则，甚

至到了可以依葫芦画瓢的地步，各种画谱的流行就

是一个明证。到了近现代，幸亏有了吴昌硕、齐白石、

潘天寿等艺术大师的天纵之才，大胆开拓、不断革

新，才使花鸟画绽放出新的生命力。然而，随着大

师的逝去，花鸟画陷入百花凋零的境地，以至于我

们环顾当代花鸟画时，总有一大批标准化、程式化、

符号化的作品冲击影响着我的视觉，这是当代画坛

十分可悲的一件事。

可喜的是，江山代代俊才出，长江后浪推前浪。

近几年，花鸟画创作中涌现出一批不甘平庸、抨击

守旧、立志创新的时代俊才，中国新水墨画创始人

王奇寅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画贵有创新和自我，一个有使命感的画家，总是

把民族艺术置于国际艺术之林来思考和创作。王奇寅

先生拥有强烈的时代感，他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用

心灵去发现、去创造、去描绘，他把东方的线、西方

的光、传统的点、现代的韵完美结合，使他的画成为

崭新的结合体，美妙的宁馨儿。他用将诗人的灵气、

文人的逸气、画家的神气、勇士的胆气融汇贯通，为

我们创造了新水墨画这一崭新的艺术样式。

绘画之理，既是常理，又非常理。要在中国画传

统花鸟画的藩篱中，创造一种全新的样式，就要自

我独立，不牵于物，独抒灵性，任性而发，独出心裁。

但独出心裁，需要勇气，更需要才气。可喜的是，

王奇寅先生运用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凭借超乎寻常

的想象力、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以及长期不懈的努力，

终于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把他的新水墨画打

造得流光溢彩，有声有色。他适时提出新的创作理

念，大胆运用新的构成形式，巧妙创造新的石墨技

法，不断寻求新的表现题材。“四新”的推出和运用，

形成新的视觉效果，满足当代审美需要。他追求清、

骨，兼工代写，变浊为清，其书清秀，其诗情趣，

其画清逸，其意清新。他崇尚大雅比淡，以淡破深，

以淡为美，以淡为佳，以淡取胜，成其风格。

当代画坛，人人都在强调“笔墨”“气韵”“意

境”，然而，丹青难写是精神。我们常常看到，被

程式化的“笔墨”，被世俗化的“气韵”，被庸俗

化的“意境”，究其原因，就是俗病难治，雅趣难得，

而一个艺术家要超凡脱俗，谈何容易？一个真正的

画家，于技要有才、学、识，于道要有真、善、美。

两者结合，才能成丹青之良才。王奇寅先生心如水

平静，人如菊淡然，画画就是他最大的爱好，最高

的理想，就是他一生矢志追求的女神。水乡给予他

淡定，江海给予他豁达，哪怕是一轮红日，一弯新月，

一片云彩，一棵芦苇，也让他缠绵悱恻，一往情深。

他只关心自己的画，能否成为精神的花朵，而从不

考虑换银子的多少。臭铜离他而去，花香紧随他而来。

他以心灵之美、意境之美、德行之美、画品之美构

筑了艺术的巅峰。

中国新水墨画以形而上的哲思性，精神上的写意

性，手法上的独特性，审美上的愉悦性，成为了花

鸟画的奇葩，吸引着无数的鉴赏者、爱好者和收藏者。

同时，也得到美术界的高度评价和认可。中国美术

家协会主席刘大为先生对王奇寅水墨画尤为欣赏，

亲自命名并题字“王奇寅新水墨”予以肯定。王学仲、

李剑晨、陈大羽、喻继高、黄养辉、孙克或为他题

签嘉许，或为他撰文赞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

王奇寅先生为“新水墨花鸟画工作室”导师，在全

国范围内招生授课。在文化部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

究会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新近成立

了“中国新水墨书画研究会”，王奇寅先生当选为

会长，新水墨画可谓一枝独秀，前途无量。

新水墨画绽奇葩
文 \魏华（中国名家收藏会委员会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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