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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森，笔名五木，1947 年生，江西省樟树市人，大

学本科学历。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云海画院理事长、

院长，江西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江西省中国画学会会长，

江西画派研究会艺术顾问，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井冈

山干部学院客座教授，南昌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湖南湘乡市

（县）委书记、江西吉安地（市）委书记、江西省委统战部部长、

江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等。

　　其自幼酷爱美术，在读中学和“上山下乡”期间即画过

不少国画和油画，参加工作并走上领导岗位后，仍笔耕不辍，

挤时间从事中国画的研究与创作，走出了一条“转益多师”、

博采众长的路子，成果颇丰。王林森主攻山水画，尤以画云

彩见长。其风格大气磅礴，遒劲洒脱，滋润苍厚。从领导岗

位退下来后，陆续参加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等省内外的一些画展，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

       其出版记录主要有：《五木画册——王林森山水画作品集》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版）；《赣鄱神韵——王林森

山水画作品选》（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 年 6 月版）；《国画

名家王林森》（广东省文联《文化参考报·艺术周刊》2013

年 5月 30日特刊）；《王林森中国画作品》（中国美协《美术》

杂志2013年 7月版赠刊）。并有《中国文化报》、《美术报》、

《中国书画报》、《美术研究》、《中国收藏》、《艺术市场》

等 30 余种艺术专业报刊和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

凤凰网、大公网、中国书画频道等陆续向社会各界推介其创

作业绩。

2012 年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其“赣鄱神韵——王林森

山水画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展出。同年 3 月入选中国

国家画院青年画院与人民政协报社联合推出的“当代中国画

五十家”，并于2013年 6月参加了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当

代中国画五十家作品展”。 2014年1月，在由中华文化促进会、

法国艺术家协会、法中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办的巴黎卢浮宫

东西方国际艺术展中，其参展的中国画作品荣获民族文化传

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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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文人画独具特色，专业是仕宦，画画是业

余。文人作画，有墨戏派，也有严肃派，都在于寄托精神，

故“善画不求售”，画得自由自在，郁郁乎文。现代的中国，

明明是专业画家，有些却画新文人画，传承文脉，与古为新，

至今持续不断。另些官员画家，虽没有受过学院教育，却画

得很有专业水平。当然，这样的画家不多，而五木先生就是

其中之一。五木作画早已名闻遐迩，但我认识他很晚，记得

是在前年。

那时，他的个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题材多是江西

风物，有革命圣地，有灵山秀水，都画得气势磅礴，精神饱满，

更有山水中的云气奔涌，赢得一致好评。最近，他给我寄来

不少新作的图片，题材依旧，但画得更出色了。抚今追昔，

五木的绘画有两大特点：一是载道的胸怀，二是画云的高妙。

他的画上常常盖有两方图章，一方是“君子不器”。“君子

不器”出自《论语》，意思是有道德的人，是文化价值的承

担者，不能满足于形而下的本领。

五木用这方图章，说明他认为画画不光是技术问题，一

个公务员画家，尤其不该满足于艺术技能，要像古代的贤者

一样“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有更高的目标，

有自觉的人文关怀，能“德体器用”，把画作为是人品、情

操、思想、修养各方面的体现。正因为他这样鞭策自己，所

以他无论画什么，都有着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退休之后，

仍然如此。

他画的是山水，但表现的是精神，气象雄，境界大。他

高者乐云
——观王林森山水画书后

◎ 薛永年

的《日出井冈》，画东方日出，群山披金，讴歌革命摇篮，

激情喷薄。他的《赣鄱腾飞》，画橙霞如醉，鹤群游天，赞

颂生态保护，深情无限。他的“胡杨系列”，画胡杨《活着

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历尽

沧桑，坚韧不拔，精神辉煌不朽。这些作品，心胸开拓了绘画，

神韵超越了造型，精神高亢，激励人心。

他画得最多的是云。画井冈朝日，有彤云；画鄱湖群鹤，

有白云；画庐山奇观，有云瀑；画三清神韵，有灵云。许多

作品的题目，也都有云字，比如：《山高云为峰》、《云蒸

霞蔚是灵山》、《云漫井冈》、《云耶水耶天上来》、《云

海纵横》、《云呼山应》、《云壑飞瀑》、《翠峦蒸云图》、

《上堡云梯》、《行云流水出自然》、《云起鄱湖鹤满天》

和《青山如黛云似海》，等等。

他还有一方印章“高者乐云”，不免使人想起“仁者乐

山，智者乐水”的古训，想起不忘“仁智之乐”的宗炳，想

起这位早期山水画家的画论《画山水序》，想起他赋予山水

画的“媚道”功能。五木的“高者乐云”，既是“仁智之乐”

的补充，也是志存高远的自励，更是绘画高难度探索的告白。

这是因为，最难画的云，本来就是大自然的气韵，也是山水

画中流动的血脉，是山水画意境和技巧能否居“高”的关键。

看五木的画，弘大的气象离不开云，开阔的胸襟也离不

开云。山岳的壮气，有赖云的烘托；葱茏的林木，更得云水

的沾溉。在他的作品中，如可步入的真境与虚灵万变的云气，

彼此生发。刚健有力的山岩和涌动变灭的浓云，相互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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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木先生的山水画以其雄奇的气势、恢宏的意境、丰厚

的内涵、写实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面貌。2012 年 6 月，以

“赣鄱神韵”为主题的五木山水画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举行，受到画坛的热切关注与赞誉。

五木先生山水画创作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日成就，至少有

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重视学习传统，善于“师法古人”。五木先生注

重对中国画传统的潜心继承，对历代山水画大师作品有着深

入的研究。这种继承不仅是对传统图式、笔墨的学习，而且

是对“以大观小”、“三远”之法等传统山水画美学精义的

认真体悟与吸收。

其二，重视“师法造化”，从真山水中获取艺术灵感与

创作激情。在潜心继承传统的同时，五木先生更注重山水登

临时的亲身体验与感悟，注重源自写生中提炼的表现形式。

其笔下山水往往有着与众不同的视角、表达方式、笔墨语言

以及视觉效果，更接近于自然的本态，透射出真山水的精神。

其三，在“师古人”与“师造化”的同时，五木先生重

视艺术创新，他以传统为依托大胆融汇中西绘画手法，形成

以笔墨为骨干、融入多种技法元素的绘画风格。他的创作注

重对山水的质感与体积感的表现、注重对于自然光感的捕捉

与表达，注重对透视效果的借鉴；特别是其对朝日、晚霞、

云层中透出的光线以及光线折射等效果的表现，从某种意义

上弥补了传统山水画的不足，给人许多惊喜和发现。

五木先生的艺术追求集中体现在“云”题材的创作之中，

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一般而言，优秀画家都有自己喜欢和擅长的题材，这种

写天光云影  造恢宏意境
——五木山水画印象

◎ 叶 青

偏爱与擅长，首先是出于画家对这一题材深刻内涵的独特感

悟，出于画家对绘画题材创新的自觉意识与追求；当然，同

时也应有画家对某种题材表现上的擅长，以及由此产生的熟

能生巧、技近乎道的内心愉悦。

中国美术史上对云的表现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题材，在不

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以及不同的绘画门类中，云具有十分

丰富、多样的象征意味与文化内涵。比如，在仙道题材绘画

中，云与神灵相伴，是仙家的标志；在宋元以后的文人山水

画中，云与峰峦树石相互掩映，成为山水画的重要内容，尤

其从“米氏云烟”开始，云为中国画的山水意境表达提供了

巨大的支持。

但作为山水的一部分，云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并未得

到刻意的表现，画云往往是通过留白、晕染、勾线等“以虚

写虚”、“以虚代实”之类的审美暗示达到表现目的，一般

不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这无疑是一种缺憾。因为在大自然

景观之中，云与山与水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而且烟云

气象万千，比山川、草木更能传递出自然界变化莫测、内涵

丰富的信息。画山水，无疑离不开对于云烟的成功表现。

正是有感于此，五木先生便将其山水画创作的重点，放

在为云烟写照上。在五木的山水画创作中，时常可见云海苍

茫、波澜壮阔的壮丽景观。人们公认，云是五木山水画中极

具特色的题材。他的山水总是云气弥漫，这已成为五木山水

画的标志性特征。在五木山水画中，云不是山石的衬托，不

是构图的技巧，而是绘画的主体或核心，是山水画的主角。

观其笔下之云，逶迤壮观，幽深飘渺，可谓穷造化之神奇。

五木先生深知画云之难，但是这也正是五木喜欢画云的

给人的感觉是：风起云涌、云龙风虎、山高水长、云行雨施。

他画云之所以发展了古人，突破了古法，在于来自观察与写

生，很可能与庐山有关，庐山就在云雾之中，弥漫升腾、千

变万化。

五木对云的观察了解，已经深入到四时朝暮，阴晴雨雪，

他曾指出：“云变化多端，而且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段、

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表现，如春云气润，夏云诡秘，秋云飘

渺，冬云凝重，山雨欲来时云翻滚得厉害，雨后云开时又会

从中透出几缕亮光等等，所有这些，我们都应该认真揣摩，

用不同的手法把它们表现出来。”

我第一次看到五木的云，就觉得或许与东坡论画有关。

苏东坡说：“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

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世之工人，

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后来看

到五木果真在《云耶水耶天上来》的题跋中，借助东坡的画

论，阐发对云的见解：“看似变化无常，实则有规律存在。

能掌握其来龙去脉并用笔墨造境，亦所识其理也。”

自学成才，并不妨碍走学院派的路子。五木山水画的路

子，不是传统的路子、摹古入手的路子、模仿秀的路子，是

写生入手的路子，是以写生为纽带进行创作的路子。他的艺

术来源，主要是近现代的艺术流派，那些写实路数的画家，

对他影响更大。传统对于他固然离不开笔墨的陶融，更重要

的则是乡贤八大山人和傅抱石的创作思想。特别是八大山人

主于妙悟，道法自然和不蹈袭前人之迹，傅抱石阐释石涛《画

语录》的“我用我法”，“笔墨当随时代”。

说他走学院派的路子，还在于中西画法的融汇，既讲有

笔有墨，又讲质感、体感、光感、空间感和色彩感。不但发

挥了写意笔墨的艺术个性，而且显示了良好的写实功力，善

于在“以大观小”“折高折远”中，结合焦点透视的观察，

增加了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在笔墨提炼中，增强了山石结构

的立体感。就描绘光照而言，《日出井冈》、《鄱湖耀金》、

《井冈日出》和《劲松迎日出》等作品，无论迎光还是逆光，

旭日还是晚霞，都在表现光色的视觉感受上，不比水彩水粉

逊色。

当然，融合中西的画云，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近景的云

连绵不绝，远景之云逶迤壮观，厚者如絮，薄者如带，峰峦

在云间出没，云雾因光暗显晦。或涌动如浪卷波翻，或流泻

如瀑布飞下，御风者疾行，带雨者沉滞，有时云立山摇，有

时山静云驰，幽深飘渺，穷极变态。五木画云，正是把握了

云的常理，所以能曲尽其形、曲尽其态，画出了云的厚度与

空间，画出了云层的体积感和运动感，把云蒸霞蔚的奇妙感

觉有效地展现出来。

传统画云的手法，或者留白，以虚代实；或者勾云，无

墨求染；或者染云，变化无痕；或者吹云，天趣自然。但是

五木画云，把留白、勾云、染云变成了写云，强调书写性，

强调笔墨形态，不是不见笔踪，也不是一味涂抹，是既有书

写形态，又能极尽写实的能事，所谓“拖水带墨，写云见笔”。

把虚无缥缈的云气一笔一笔的写出来，水墨浑成又精微变

化，从而使饱满旺盛的精神在笔下源源流出。

前年我初识五木的时候，他已经离开行政岗位，专心作

画了。在此之前，五木虽然从小爱画，兴趣日增，但多年忙

于政务，只能业余作画。令人吃惊的是，业余的身份，却凭

着卓绝的努力，达到了专业水平。如今，他有时间了，可以

专业化了，云画得越来越好。尽管山水以烟云为神采，我相

信他不会满足于画烟云，以他的道器观，他不但会在画内精

益求精，而且会继续致力于画外意，继续保持公务员画家的

使命感与责任心，在提升山水画的精神境界上，作出新的积

极的探索。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央美术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写于 2014 年 5 月 17 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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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苏轼认为云烟属于“无常形而有常理”的事物，

极难表现，因为“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

画者有不知。……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

非高人逸才不能辨。”五木对此心有戚戚。但恰恰因为难以

表现，他才知难而进。如果说，对云烟的表现是一次艺术上

的挑战，那么迎接这一挑战并取得成功正体现了五木的性

格；艺术上需要继承，但更要有攻坚克难的勇气，要有在前

人罕至的领域拓出一片空间的精神。五木先生说：正因为前

人对于云烟缺少成功表现，才为后来的画家留下了巨大的创

新空间。这种判断充满了辩证思维，体现了他过人的艺术才

华与坚定的艺术自信。

五木先生致力于为云烟写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

是：在变幻莫测的云烟之中，隐含着艺术家自我表达的巨大

空间。云影婆娑，是大自然内在律动的表现，而这种自然的

律动，正与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形成了某种独特的呼应。换句

话说，就是在自然云烟与艺术家内在精神世界之间，形成了

某种“同形同构”。五木先生有闲章曰“高者乐云”，这既

是对“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补充，更充分体现了五木对

于云之文化与审美内涵的深刻把握。因为，云之气象雄奇，

非有开阔胸襟者无法领悟其博大；云之变化莫测，非有敏锐

之审美心灵无法把握其奇幻；云之意境恢宏，非有高远情志

难以体会其精神。艺术家在画云的同时，其内在感悟和主观

意念，正可以云的万千变化、丰富形态加以表现和印证。这

正如五木先生所说：“我画云其实并不是单纯地为云写形，

而是要借助云表达自己心中那种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东

西”。五木先生曾告诉笔者，当年他作为一个业余文艺青少

年，曾从事过散文、诗歌、小说写作，也曾经画过水彩、水粉、

油画和以花鸟、人物、山水为描绘对象的水墨画，但最终乃

在“知天命”之后从以云为主体的中国画中，找到了表达内

在感悟与意境体验的自由天地。其丰富的社会体验、现实思

考与许许多多只可意会的人生感悟，通过水墨这种形式，通

过云烟这一题材，得到了最直观的表达。因而在那酣畅淋漓

的满纸云烟中，他真正找到了艺术表达的愉悦。

五木先生不是把云作为山水空间表现的手段，而是把云

作为山水画的主体来进行表现，作为艺术创新的出发点与着

力点来加以突破的。因而，他画云烟没有停留在仅仅靠留白、

晕染、勾线等传统技法上，而是大胆探索，反复实验，进而

总结提炼了一套以“拖水带墨，写云见笔”为主旨的“画云

二十四诀”，力求“写出云的体积感、运动感和张力感，把

大自然中那种云蒸霞蔚的壮丽景观充分展现在大家面前”。

观其近作《观照云天》，几乎是满幅涌动着如浪卷波翻的烟

云，折射着梦幻般的色彩，加上在云天翱翔的鹤群，以及如

茫茫云海中孤岛一般的近处峰峦，揭示了生态保护实践中一

种通过感性直觉直接达到理性把握的心理意念；《灵山涌灵

气》则画出了远近烟云不同的特点，远处白云与蓝天交相辉

映，平静而舒展，近处云烟则随山峦起伏之势向上漫过，形

成奔涌覆盖之势，这一静一动的精彩描绘，真可谓曲尽其形、

曲尽其态，同时深刻诠释了动静相宜的自然法则。

为了画云，五木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对于云的路径、

走势、色泽和魂魄情态一直在作潜心观察，因而有着十分深

刻的感悟与认知。在此基础上，五木先生又认真研究古今中

外名家对云的表现手法，特别是近现代傅抱石、李可染诸大

家的山水创作和西方印象派绘画，博采众长，其笔下的云因

而具有成熟而丰富的表现力，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五木先生在云烟表现上突破了

传统画法的局限，擅于在画面上表现出“天光云影”的艺术

效果。传统中国画注重对山水本身结构的理解和把握，不注

重自然光影的表现，五木先生在云烟描绘中对于光影效果的

关注，则是对传统水墨云烟技法的拓展。他认为，云烟在不

同的光照条件下有不同的气象和色彩表现，自己的使命只是

刻画与营造在变动不羁的光照条件下各种云烟的意境。因

而，他在光影表现手法上充分借鉴、吸收了中西艺术的表现

形式与实践经验，其明暗、虚实以及丰富的光影变化，既是

对自然光线下不同云烟色彩与气象的生动写照，又是对自己

胸中主观意象的艺术表现。可以说，正是在中西绘画艺术的

结合部，在传统审美与当代艺术理念的交汇处，五木找到了

成功表现“天光云影”的形式和载体。

总之，五木笔下的云，既是按客观自然写景状物而“写”

出来的，又是充分融入自己的情感、意念和理想而“造”出

来的。他这样做，也不期与王国维先生“境界”说中所强调

的“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美

学观点正好是吻合的。一位画家，能够在其所涉足的领域有

如此突破，殊为难得。五木以其成功的艺术实践再一次证明：

艺术的源泉在于“师法造化”，艺术的成功在于立足于传统

基础上的广泛借鉴和大胆创新。

         

（作者系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研究员，写于

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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