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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民

白族，祖籍大理鹤庆，1962年生于芒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云

南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

研究生导师。

作品获奖：云南省第四届中国画展一等奖

云南省第四届体育美展一等奖

中国第二届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优秀奖

第三届中国西部大地情中国画、油画作品展优秀奖

第五届中国西部大地情中国画、油画作品展金奖

第五届云南文化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奖

云南文艺基金奖贡献奖

评为云南省第二批“四个一批人才”

个人画展：1995年分别在马来西亚槟城、吉隆坡举办个人画展

1998年在法国巴黎举办个人画展

2000年在中国上海举办个人画展



金秋十月缅桂飘香，历史名城大理惠风和畅，翰墨吐芳。大理人

杰地灵，南诏大理国古文化传统总是不断地吸引着人们好奇的目光，

探秘者从史学家到文学家再到艺术家，甚至一些普通的旅游者都一一

踏上了这令人神往的彩云之南。他们记载自己所到之处的见闻，揭开

神秘女神的面纱，歌颂民风的美好与淳朴。

云南有着丰富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族风情与植被题材。从中国传

统绘画折枝花卉的表现方法来看，想要表现云南繁茂的热带雨林和高

山花卉无疑是一种局限。这一点从无数异地画家在云南这块土地上来

来去去，却极少有人创作出贴切的表现云南的作品。这也使得云南的

中国画一直游离于主流之外。还好，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云南涌现出

了一批强调云南地域题材同时传承并革新传统技法，使得云南花鸟画

创作走出一条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创作道路，如袁晓岑、王晋元等。

他们致力于表现孔雀、热带雨林、高山花卉等具有云南特色的题材，

使得中国画在传统中的延伸和拓展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

彩云之南，这方神秘且富有蓬勃生命的土地孕育了花鸟画家杨卫

民，在作品中他以润泽的墨与色，动情的景与物，表达着对童年、过

往的追忆，对故乡、自然的挚爱。真诚，真心，真性情，真感动，故

乡情结让杨卫民难以释怀。童年的记忆成为作品的细节，作品中描绘

的每一个场景竟是如此的鲜活。画家用中国传统笔墨糅合西方的色彩

以及老庄的精神，表达了对儿时的追忆与乡土的感恩之情。杨卫民教

授的作品，让我们体味到淡泊与安详，情注于笔端，他信手拈来的题

材既充满趣味又笔笔留情，达到以情动人。

杨卫民教授笔耕不辍，在花鸟创作上尤为勤奋。私淑王晋元期

间，对相关作品的借鉴使他获益颇多。但就个人绘画风格而言，杨卫

民教授画面温润华滋的幸福感与王晋元苍茫斑驳的崇高感，在审美

感受上有着本质的差别。汤海涛先生在《一花一鸟见精神》中，曾经

做过这样的比较：王晋元作品中，在古藤老树、苍苔地衣间那一丛野

花，颇有“江碧鸟愈白，山青花愈燃”的意味。而杨卫民笔下那一枝

春花，却是“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这样的审美差异，在他探

索自己的艺术语言过程中愈加明显。润泽的笔墨，动情的景物，以及

画家对田园诗意的憧憬成就了杨卫民花鸟画作品鲜明的个人特色。

在他的近期作品中，以明艳优雅的色彩，淋漓酣畅的笔墨书写雨

霁的山花，描绘机警的翎羽或安闲悠游的家禽，朴实亲切的情景拨动

观者的心弦，源于生活的惬意在不经意间让人感动。

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独特民族风情的大理，以文化的大繁

荣、大发展，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开拓创新，建设民族文

化强州、更进一步打造独具特色的大理文化品牌，谱写美丽幸福新大

理新篇章，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祝杨卫民教授艺术人生更加辉煌！

                         2012年9月于大理

序言
王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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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中国传统绘画不可避免地走入了一个困境。传统中国绘画

（主要是文人绘画）大多深受道家自然无为哲学和佛教禅理直指人心

的思维方式影响，用寥寥几笔去透彻自然的真趣，以笔墨精神挥洒胸

中的禅机，在他们的笔下，一山一石皆有胸臆，一菊一竹皆是人文品

格的写照。在这种绘画观念中，复杂的构图、绚丽的色彩，反而显得

繁复和累赘，于是“笔墨情趣”，“墨分五色”便成为中国传统绘画

的不变的铁律。

然而时过境迁，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世界无可避免地走向

物质世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无时无刻不正受着世俗喧嚣的

熏染，“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的超然和淡泊成为越来越遥远的

远古回音，石涛超凡脱俗自然山水成为绝笔，齐白石点尘不染的蝦虫

花鸟变为遗迹……

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一些中国画家失去了固有的方向。缺失了

人格化精神，“笔墨情趣”便开始蜕变为一种单纯的技法展示；失去

自然和人文境界，“墨分五色”成了一种单调的重复。加之近现代西

方绘画对人们审美的影响，即便是最执着于绘画传统的画家们，也不

得不面对新的、世俗的挑战。

坚持传统，或者锐意变化，都是不终极目的，寻找真实的自我，

并在这过程中找寻到一种最为恰当的自我表达，这才是艺术家最需要

的东西，我以为杨卫民正是基于这一点展开自己的绘画追求的。

卫民调侃自己没有什么深刻的想法、高深的境界，只是俗世中一

绚丽中的淡泊
——杨卫民绘画印象
蹇河沿

俗人而已。我相信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真诚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

解，从思想层面上来讲，卫民对自然无为的道家、笔墨禅意的文人精神

并没有过多的思考和理性层面的追求，在进行自我创作时，更没有过多

的传统文化考量，也不刻意雅俗之分界，随心而来，随性而去，这也许

连他自己不清楚，这恰恰是另外一层意义上的自然之道了。

卫民非常推崇齐白石，我想这并非偶然，在我看来，白石与石

涛之不同，便是文人与非文人之区分。让思想禅化，最终超越理性之

思维，洞天智慧，这是一种境界，而自然天成，不曾受文化思想之牵

缠约束，同样是一种境界，白石老人正属于后者。所以说，白石老人

是以大俗通向大雅之人。有人说，白石老人是无法学习的，我深以为

然。因为白石老人这种纯粹本真，自然天趣，完完全全属于他自己，

绝无重复，别人模仿不来，刻意模仿便失去本真，失去本真，便失去

白石的精髓，所以白石之画注定后无来者。

然而，真诚面对自己，真实面对世界和自然，不被传统、非传

统；文化、非文化等说辞的左右，听从自我，自然而然，然后天成。

这才是后人最可以向白石老人学习的地方，也许在这一点上，卫民直

观地感受到了自己与白石老人可通连的精神共同之处，这才是他真正

喜欢白石的原因。相对白石老人这一类画家来说，文化的命题可能太

过沉重，文人的说辞太过艰深，因为他们便不曾被真正“文化”过，

因而相对容易存留下最原初的自我。从这一点来说，卫民也与之有些

类似。



卫民是一个土生地长的云南画家，他出生于云南芒市，那是一

个神奇的地方，绿叶交织、花团锦簇、瓜果盈枝……充盈的阳光和过

于充沛的雨露灌养出生命的张扬和蓬勃。没有秋风的萧瑟，傲雪的腊

梅；也没有空谷幽兰的淡雅和忧郁，疾风识草的空旷和惨烈。在这块

土地上，生命太充盈，生活太温润，各种生命形态的争奇斗艳，构成

了特殊的神秘和神奇。触碰过这片土地的人，很少有人不在自己的心

灵深处中留下印痕，而自幼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卫民，从小的耳濡目

染，更是从他内心里生出一种强烈而永恒的情结，影响着他的心灵，

铸造着他的品格，决定着自己在绘画中的特殊话语述说。

看杨卫民的画，我首先的印象是生命的绚烂，从构图上来看，他

相对强调了全景观照，传统花鸟画构图更为强调局部细节，杨卫民的

构图则更强调整体层次，因而显得复杂丰富，绚丽多彩。他的画很少

留白，构图总是饱满而充盈，彰显出生命形态的自由恣肆。如果说传

统中国花鸟更像庭园之草木，山野之闲逸，有着精心的文化修剪和丰

厚的意味积淀，那么，杨卫民的花鸟更像山野林间恣意往行的平凡生

物，少了一些文化意味构成，却多了一些天然野趣。

色彩运用和墨染效果也是杨卫民花鸟画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他

的绘画中，用色则色彩润泽华滋、亮丽鲜活，用墨则墨痕松动，强调

墨色晕染开后的自然层次感觉，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在作品中枯笔、干

墨的运用，墨与色总是在视觉上呈现出湿乎乎、水盈盈的样态，而这

一切，正是云南热带雨林中各种独特生命给我们的视觉印象、心里印

迹，这更是杨卫民永远绕不出去的童年情结，故乡情怀。

云南因为其特殊的地缘关系，其绘画一直缺少真正的主流文化

影响，传统中国画的“文人气”、“书卷气”似乎在这里踪迹难觅，

然而云南又具备中原地区从不曾有过的、丰富、奇特、旺势的生命样

态，正是这样特殊的自然环境，文化、生活背景，使得云南土生土长

的国画家们，少了一些传统的约束，更容易用真心嗅闻这块神奇土地

散发出来的独奇气息，较之传统文化意义影响，他们似乎更受这块神

奇土地神秘气息的影响。或许可以说，大自然给予他们的，比文化给

予他们的更多、更为重要。所以，与正统中国文人画强调笔墨情趣不

同，云南的画家们似乎更强调题材、构图、色彩等元素。身为云南画

家的一员，卫民同样具有这样的特质，而求学时的杨卫民，当初选择

是油画专业，西方绘画的传统理念，如：题材、构图、色彩、造型、

透视、光影关系等，自然皆对他产生潜在影响，让他不经意中沉积到

他的中国画创作中来，这便使他在创作时更为开放、大胆，敢于尝

试，这才开始有了他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别人的自我追求和风格。

卫民说过，云南的画家，他比较喜欢王晋元，也曾自觉不自觉受

过一些影响，在我看来，王晋元的画更为壮阔、厚重、色彩斑驳，而

杨卫民的画则更为绚丽、生趣、单纯——因为从本质上他就是一个率

真和单纯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卫民性格散淡，生活随意，希望过得自在而真

实。看似很简单的人生目标，在今天这个欲望纵横，物质充盈的时

代，实在是一种奢侈。于是他经常远离都市的喧嚣，徜徉于云南的大

山野林之中。童年的记忆，成年时的游历，纯化了他的精神，简单了

他的思想，这也许又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返璞归真。返璞归真从传统

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文化追求，也是一种人生境界。但卫民的这种返

璞归真与传统文人不同，传统文人们有太多的理念和太壮阔的人生追

求，同时又有太多的失意和落寞，于是他们反过身来，钟情于天化自

然，并在自然造化中过滤生命的要义，重新获得意义认定。而卫民对

自然的那份挚爱，来源于他天然的本性，来源于他生命本来的依附，

一切于他的生存、生活息息相关，就如土地之与农民，江河之于渔

夫。所以在他的绘画里，缺少道家的无为、佛家的禅意，却有着云南

山村特有的乡土气息、过滤提纯后的世俗样态，并让这世俗样态透析

出几分雅趣。卫民后期非常喜欢画鸡，鸡，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家

禽，其意象内涵十分明了，它代表着乡村、农家、平凡生活和人间烟

火。这恰恰又是卫民内心世界的鲜明映照。朴实、简单、世俗而有人

气，这正是卫民向往的生活，而在今天这个光怪陆离、日新月异的时

代，同样可能会是一种奢侈，于是，画家只能寄情于自己的作品中

了，所以他平凡的“鸡”便有了不平凡的品质。绚丽是一种灿烂，单

纯是一种淡泊，于灿兰归淡泊，从绚丽走向单纯，这便是卫民给我的

印象，也是他的绘画具有的个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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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民墨册——杨卫民新作选
WEIMIN MOCE -YANGWEIMIN XINZUO XUAN

002
作品编号 68cm×68cm



·004 005··004卫民墨册——杨卫民新作选／WEIMIN MOCE -YANGWEIMIN XINZUO XUAN



·006·006

卫民墨册——杨卫民新作选
WEIMIN MOCE -YANGWEIMIN XINZUO XUAN

003
作品编号 240cm×55cm



·006 007··006卫民墨册——杨卫民新作选／WEIMIN MOCE -YANGWEIMIN XINZUO XUAN



·008·008

卫民墨册——杨卫民新作选
WEIMIN MOCE -YANGWEIMIN XINZUO XUAN

004
作品编号 136cm×68cm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