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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强调情绪表达、自我突破，很多中外传世经典水彩作品都

是在写生中完成的。

                  写生亦人生

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自己热爱的事业不懈地追求。

写生是用画笔和心灵，直接触摸生命的本源，是对自然、对

生命的感悟，是人生体验的写照。

我的绘画之路是在写生中走过来的，我的艺术人生是在写生

中成就的。写生是一种精神享受，我的生活离不开写生，写生已

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写生是我绘画的全部，写生也是我的艺

术人生。

                    结束语

我爱水彩，钟情写生。情景交融，过程兴奋。

人生苦短，水彩养心。亲近自然，与世无争。

寂寞水彩，纯洁透明。水写心灵，彩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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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元：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北京水彩画研究会名誉会长 

刘文西：曾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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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峰：曾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一
     

云儿在天上飘着，鱼儿在水底游着。云水谣在云里，在水里，在荡漾

的民谣里。

《康熙字典》这样解释“谣”字：“曲合乐则歌，徒歌曰谣。”用现

在的话说，没有音乐伴奏的清唱叫作“谣”。

李杏将水彩画当作谣来唱。

水彩画只有 300 多年历史，算得上是门年轻的艺术。在世界上，它名

家辈出，佳作不断，与大名鼎鼎的油画双峰并峙。

大油画家拉斐尔说：“水彩能表现流动、透明的生命，表现无法用言

语表达却转瞬即逝的东西。依靠画家的引导，它还能表现空气、情感和生

命的运动。它能做它想做的，水彩本身是自然的一种力量，水彩就是自然。”

传统的美术史论认为：只要是用水调和颜料画在平面上的，都可以叫

水彩画。这一画种貌似年轻，究其源头，却与古代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有关系，

比如古埃及，比如中国。中国公元前 4 世纪左右出现的墓穴画，运用的就

是以水作为颜料的媒介，以毛质笔来进行绘画的手法，说起来与中国画竟

是同一个祖宗。

序 :

水彩幻成云水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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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杏，1945年生，江西庐山人。毕业于浙江美

术学院，结业于中国水彩（国际）高研班。曾任江

西庐山美协主席、庐山画院院长。现为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南昌大学兼职教授。

　 《甘泉乡》等9幅作品入选全国美展。

   《冰冻季节》等7幅作品入选中国水彩画大展。

   《山晨》等2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庐山雪》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收藏。

   《2008南方雪》等8幅作品在《美术》发表。

   《乡村三月》等20幅作品在《中国水彩》发表。 

   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21次，作品被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交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南海、毛主席纪

念堂、钓鱼台国宾馆、江苏省美术馆、台湾省立美

术馆、深圳博物馆等收藏。《中国新闻周刊》以英

语、法语、德语、日语和西班牙语5种语言向150多

个国家和地区介绍中国水彩画家李杏及其作品。

　　2013年出版的大型画册《李杏水彩写生作品

集》被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

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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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8 世纪中叶，由于水彩携带方便，其明亮、轻快、润泽和充满浪漫色

彩的展示效果，使得艺术家们在抒情方面得心应手。这一时期人们恰恰需

要抒情：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社会模式的灿烂阳光下，水彩绘画方式受

到大不列颠落寞或不落寞的贵族、资产阶级金领或者白领甚至是蓝领的喜

爱和推崇。随着表现方式的不断拓展，色彩技艺的逐渐成熟，久而久之，

水彩画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并在世界美术史上确立了难以撼动的地

位。

                                              三

风景是水彩画的主流，而抒情水彩风景在水彩风景中又独树一帜。当

异国他乡的人们从内心深处赞扬水彩画巨子科曾斯，称他是“用水彩画作

诗的人”时；当其他艺术家在格丁、透纳和康斯太勃尔等大师的名作前，

发出“从未有人如此出色地表现光和光色交融色彩斑斓的大千世界”的浩

叹时，油画中的印象派尚未诞生。

李杏的曾祖父也没有出生，因为那时节还是清王朝的早期，中国人尚

不知道水彩画为何物。

                                              四

近百年来，在中国，中国画和油画并驾齐驱，水彩画却钻进了一个胡同，

走着走着走成了一个小画种，不但在学术上被边缘化，而且在艺术市场上

也受到了明显的冷落和严重的价值低估。

原因当然很多，宏观上是中国的天时、地利、人和没有给水彩画留下

发展战略空间，微观上是中国的美术理论家没有从美学高度上对水彩画做

出逻辑严密、例证充分的价值判断。没有高标准、高起点、高瞻远瞩的登

高一呼，应者寥寥就成为必然。

                                            五

水彩画与中国美学上的朦胧美密切相关。

朦胧美是指可以造成特定的意境，诱发人的好奇心，激起人的探究心理，

使人在仿佛明白却又模糊的情景中得到的一种特殊审美感受。

美学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很多东西，如果毫无保留、一览无余地展

示在人前，就会大煞风景。往往需要加以程度不同的掩饰，让其处于雾里

看花、水中望月的状态，才会令人回味无穷。中国建筑上的照壁、回廊如是，

中国园林中的曲径、借景如是，中国戏曲中的道具、动作如是，中国诗词

中的“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亦如是。

                                             六

水彩画非常适合抒发艺术情感。

水彩画非常适合表现朦胧美。

水彩画非常适合传递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

水彩画中的水，就是云水中的水；水彩中的彩，就是云中的云。

水彩中，水渗化、流动；颜色被水浸润，透明、鲜艳，加上干湿技法并用，

往往水汽蒸腾、扑朔迷离、云山雾罩。

今天，我大胆地将李杏的水彩风景写生作品展定名为“云水谣”，本

意绝不仅仅是取一个诗意的名字，而是对水彩风景与中国画在抒情表意方

面具有同等功力，做一次鲜活的推动；是对水彩风景在中国美术领域的门

庭冷落，做一次激情的呐喊；是对水彩风景的民族化道路，做一次深情的

美学呼唤。

                                         

                                           2014 年 11 月 29 日

(陈政，艺术评论家，江西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江西省文艺学会副会长兼美术评

论专业委员会主任、江西文化研究会秘

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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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谣·庐山谣
YUNZHIYAO  LUSHANYAO

庐
山
云
雾
的
变
幻
，
使
得
山
的
美
丽
并
不
完
全
显
露
出
来
。
这
座
山
的
美
学
品
格
因
而
蕴
藉
深
藏
，
婉
约
含
蓄
，
缥

缈
空
灵
，
淡
远
虚
静
。

云
水
是
可
以
相
互
转
化
的
，
原
本
也
是
一
种
生
命
的
轮
回
。

天
上
的
雨
落
下
来
，
变
成
了
水
，
浸
润
着
大
地
。
沉
寂
在
土
地
里
的
水
，
被
太
阳
一
召
唤
，
就
上
了
天
，
铺
散
成
漫

天
的
云
。
云
聚
得
多
了
，
又
变
成
了
雨
。

李
杏
像
是
山
中
一
棵
移
动
的
树
，
在
山
的
春
夏
秋
冬
间
穿
行
，
在
云
水
变
幻
出
的
雨
雪
风
霜
里
浸
淫
。

烟
雨
斜
阳
，
深
林
雾
霭
，
长
亭
芳
草
，
古
寺
钟
声
，
都
争
先
恐
后
地
向
着
这
个
手
握
彩
笔
的
人
奔
去
。
而
这
个
手
握

彩
笔
的
人
，
也
在
幽
素
暗
生
的
山
间
独
坐
中
，
完
成
了
云
水
禅
境
的
演
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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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云        
54cm×39cm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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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乡      
65cm×59cm  1984 年  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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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乡      
65cm×59cm  1984 年  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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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雪     
54cm×39cm   1984 年

春光      
54cm×39cm   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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