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当

代

画

家

当

代

中

国

画

名

家

作

品

集

（
第
八
辑)

杨
晓
明 
冯
丹
丹 

 

主
编



责任编辑：陈  军 

特约编辑：張翔鷹  姜麗雯

装帧设计：陈  杰

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集·第八辑

主     编：杨晓明  冯丹丹

出     版：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     址：南昌市子安路66号

邮     编：330025

网     址：www.jxfinearts.com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浙江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20.375印张

ISBN 978-7-5480-2771-3 

定     价：298.00元

赣版权登字-06-2014-134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集. 第8辑 / 杨晓明  冯丹丹

主编. -南昌 :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480-2771-3

Ⅰ. ①当⋯Ⅱ. ①杨⋯②冯⋯Ⅲ. ①中国画－作品

集－中国－现代 Ⅳ.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5334号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后 记

当代艺术市场，不管你采用什么艺术形式，关注艺术与生活、对信仰的执着和忠

诚都是艺术家的责任，他们代表着当代中国画创作的水平和发展方向，他们在继承中

国画传统、创新中国画样式、发展中国文化元素、繁荣中国画市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我们应该提倡并发扬这种精神。

艺术家们治艺的踏实、执着、认真，努力超越自我，在变化中求生存，前景一片

繁荣，既要在未知中开拓又要与传统艺术拉开距离，不被束缚，关注现代绘画元素，

用现代绘画笔墨语言在传统里自由出入。

在世界交融的情境下，精彩的艺术语言好像在向人们诉说各自不同的生命力，让

人们赏心悦目。中国画以其自有的浓厚的民族风格和特殊的时代演变，在世界绘画艺

术之林中独树一帜，她能升华人的内心，带给人们愉悦，给予人们在艺术文化的古往

今来中继承与创造的动力。

为使各路贤才的作品得到更好呈现，为提升对不断更新变化的艺术人文的认识，

也为响应各界艺术爱好者对笔墨这一题材的热爱与需求，由中央电视台新影製作中心

《中国当代画家》编委会主办，杭州鹏贺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协办，江西美术出版

社编辑的《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集》（第八辑)，又如期出版了。所出版的藏品是对近

几年的阶段性小结，我们聘请知名鉴赏专家、学术书画理论家、业内资深藏家，层层

精选而筹成。

此藏本都是国画界有实力、有影响的著名画家的精品，部分作品曾多次参加展览

和出版。因为有前七辑的出版，受到各界大力的响应及推崇，我们也一直努力做到用

更多更优秀的艺术品，来美化人们的心灵。我们将更加博采众长，取其精华，拔选各

方佳品出版，相继与大家见面。本集中共收录118位名家的298件精品，这些作品升到

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是中国画艺术之经典与多元化状态的生动写照。

《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第八辑）是前七辑的升华。在文化大繁荣的时代，百

花怒放之时结集出版，我们坚定尽精微去求索艺术之宝，去提升中国文化，应慧眼之

人所愿望陆续出版，恳请大家耐心等待。

该经典作品集的出版还得到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北

京徐悲鸿纪念馆、浙江萧山博物馆、河南郑州大河画廊、山东青岛美术馆、山东青州

玉兰画社、山东烟台宇辰美术馆、山东泰山卷云轩艺术交流中心、福建厦门宏宝斋、

中国美术创作基地——海南省基地、苏州雨村美术馆、苏州画院、任伯年艺术研究

院、青藤书画艺术研究院、杭州鹏贺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以及广大艺术家、藏家

的大力支持，在此诚表感谢！

由于编辑时间仓促，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方家给予赐教，提出宝贵建议！

《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集》编委会

《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集》编委会

附：《中国当代画家》编委会近年来致力于中国

画学术层面的拓展，已与多家单位建立了长期合

作关系，并开展了一系列研讨策展活动，以精品

意识策划出版相关中国画学术理论系列丛书，着

力推荐具有学术品格的新人作品，传播具有深厚

人文情怀的经典传世之作。旨在以良好的“学

术”高度和“精品”意识，引导当代中国画正确

的创作方向，以自身的理念、行为，在业内逐步

构建具有学术定位、学术品位、学术层次的权威

性品牌机构。

合作单位如下：

中央美術學院

中國美術學院

四川美術學院

青藤書畫藝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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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青州珏瀾畫社

山東煙台宇辰美術館

福建廈門宏寶齋

中國美術創作研究基地

—海南省基地

蘇州雨村美術館

任伯年藝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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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画家》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与北京锦

江日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一部

介绍中国当代画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这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百集纪录片的形

式展现中国当代画家风采的文化工程。

宝典、宝库，大旗下聚集当代风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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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鉴於前贤之各种流派的公案，在美术史家的笔下或许会有

不同的评说，但有一点无疑，那就是中国文化从古至今的演变

落叶归根之本源是尚意。传统文化给於我们自信，俱各写本来

面目，放入神妙。

中国文化简朴、单纯如取食之筷子，一技多用，正所谓大

道至简。凡写生必须博物，久之必可通神。天下之物本气之所

积而成。万物不一状，万变不一相，更何况百家争鸣的艺术家

与万物的碰撞，会生成多少绚丽的艺术貌相。然私有利钝，觉

有后先，差之内外修行；另董源写江南山，米元章写南徐山，

马远、夏圭写钱塘山，黄子久写虞山，差之地域人情；后如现

代齐白石佳作“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可闻不可视，山

涧、山崖、急流、摇曳的蝌蚪却在纸上谈兵。此地无声胜有声，

真让人拍案叫绝。厚积薄发，盖习见熟闻，意入笔端，方能心

领体会，得之於气骨。正所谓谢赫生知之知字活。

《易大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当下改革

开放的新形式，时处多元情境的最前沿，当代艺术家们都各自

在古今与东西中求索，有则西经东融，有则博古开今，有则旁

若无它，心随我性在真诚的表达。同而不同中另辟蹊径，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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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不为中通幽境，方能迎来又一村的柳暗花明。历史上凡有

创造性的艺术家，都离不开对笔墨的新发现。

纵观当代艺术流派，浙派、海派艺术家们像春风又绿江南

岸，如施大畏创作在半抽象实验，向往着反璞归真；韩伍“起

家”於连环画和插图；韩美林喜欢用流畅的弧线和直线来概括

动物形体结构的关键部位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辅以墨

色，画出动物皮毛的质感。不急先生尉晓榕的清虚之境、大有

之象、放弃之守，此散淡之态依然故自在。曾宓的积墨更浓，

用水更多，才俱了质实气洁、沉郁苍茫。吴山明用黑珍珠般的

宿墨谱写兰亭雅集，使得茂林修竹下群贤毕至。王赞特有的壁

画色彩，让墨林下的人物静谧的思考。孙其峰集汉代简牍、隶

书的横展笔法熔铸於一炉，苍窘的雄鹰，小麻雀都显得洒脱。

姜宝林不断尝试着泼墨与白描、水墨与重彩的两极，把不同地

域山水风貌进行概括抽象，大写花卉真气淋漓。 它们是新时

代的艺术创造者，都在各个领域进行艺术的探索与冒险，因为

他们作为新时代中国艺术的头领，备受瞩目。

本次第八辑藏本节选自全国艺术界学术代表的成熟时期的

精品力作，琳琅满目的气象，生动的意趣，愿带给大家无限喜悦，

期待广大艺术爱好学者、藏家以及关注当代艺术家的朋友。

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

《中国当代画家》编委会

丁茂鲁....................................1

于希宁....................................3

马小娟....................................4

王淼田....................................5

王茂飞....................................7

王明明....................................9

王康乐...................................10

王  中...................................12

王  赞...................................14

王  巍...................................17

毛国伦...................................20

王小摩...................................22

王雪涛...................................23

王伯敏...................................24

王锡麒...................................43

孔仲起...................................44

史国良...................................51

史殿生...................................52

冯  远...................................53

卢坤峰...................................55

白雪石...................................60

冯运榆...................................61

田希军...................................62

孙其峰...................................65

孙  永...................................84

孙君良...................................91

刘国辉...................................92

刘二刚...................................95

刘文西...................................98

朱颖人..................................100

朱新建..................................103

朱屺瞻..................................105

任  重..................................107

祁恩进..................................109

陈佩秋..................................113

陈向迅..................................114

陈大章..................................115

陈  翔..................................117

严健民..................................119

陈维信..................................120

陈传席..................................121

沈彬如..................................122

吴山明..................................126

吴永良..................................147

吴宪生..................................150

吴冠南..................................156

张辛稼..................................161

张谷旻..................................163

张  捷..................................165

张伟平..................................167

张友宪..................................167

宋玉麐..................................168

李  桐..................................169

何加林..................................170

何水法..................................171

杨明义..................................172

李传真..................................173

花  俊..................................174

沈明权..................................175

汪观清..................................175

目  录



而无不为中通幽境，方能迎来又一村的柳暗花明。历史上凡有

创造性的艺术家，都离不开对笔墨的新发现。

纵观当代艺术流派，浙派、海派艺术家们像春风又绿江南

岸，如施大畏创作在半抽象实验，向往着反璞归真；韩伍“起

家”於连环画和插图；韩美林喜欢用流畅的弧线和直线来概括

动物形体结构的关键部位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辅以墨

色，画出动物皮毛的质感。不急先生尉晓榕的清虚之境、大有

之象、放弃之守，此散淡之态依然故自在。曾宓的积墨更浓，

用水更多，才俱了质实气洁、沉郁苍茫。吴山明用黑珍珠般的

宿墨谱写兰亭雅集，使得茂林修竹下群贤毕至。王赞特有的壁

画色彩，让墨林下的人物静谧的思考。孙其峰集汉代简牍、隶

书的横展笔法熔铸於一炉，苍窘的雄鹰，小麻雀都显得洒脱。

姜宝林不断尝试着泼墨与白描、水墨与重彩的两极，把不同地

域山水风貌进行概括抽象，大写花卉真气淋漓。 它们是新时

代的艺术创造者，都在各个领域进行艺术的探索与冒险，因为

他们作为新时代中国艺术的头领，备受瞩目。

本次第八辑藏本节选自全国艺术界学术代表的成熟时期的

精品力作，琳琅满目的气象，生动的意趣，愿带给大家无限喜悦，

期待广大艺术爱好学者、藏家以及关注当代艺术家的朋友。

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

《中国当代画家》编委会

丁茂鲁....................................1

于希宁....................................3

马小娟....................................4

王淼田....................................5

王茂飞....................................7

王明明....................................9

王康乐...................................10

王  中...................................12

王  赞...................................14

王  巍...................................17

毛国伦...................................20

王小摩...................................22

王雪涛...................................23

王伯敏...................................24

王锡麒...................................43

孔仲起...................................44

史国良...................................51

史殿生...................................52

冯  远...................................53

卢坤峰...................................55

白雪石...................................60

冯运榆...................................61

田希军...................................62

孙其峰...................................65

孙  永...................................84

孙君良...................................91

刘国辉...................................92

刘二刚...................................95

刘文西...................................98

朱颖人..................................100

朱新建..................................103

朱屺瞻..................................105

任  重..................................107

祁恩进..................................109

陈佩秋..................................113

陈向迅..................................114

陈大章..................................115

陈  翔..................................117

严健民..................................119

陈维信..................................120

陈传席..................................121

沈彬如..................................122

吴山明..................................126

吴永良..................................147

吴宪生..................................150

吴冠南..................................156

张辛稼..................................161

张谷旻..................................163

张  捷..................................165

张伟平..................................167

张友宪..................................167

宋玉麐..................................168

李  桐..................................169

何加林..................................170

何水法..................................171

杨明义..................................172

李传真..................................173

花  俊..................................174

沈明权..................................175

汪观清..................................175

目  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杨春华..................................178

宋雨桂..................................180

余任天..................................183

卓鹤君..................................186

周沧米..................................190

周思聪..................................194

周午生..................................195

林海钟..................................197

林  墉..................................200

林  凡..................................202

林锦荣..................................205

郑竹三..................................206

苗重安..................................207

郑登桥..................................208

施大畏..................................209

姜宝林..................................212

胡宁娜..................................218

赵绪成..................................220

姜永安..................................221

鍾  涛..................................222

贺友直..................................223

姚耕云..................................224

柳  村..................................225

闻  俊..................................228

茹  峰..................................230

胡振郎..................................231

姚鸣京..................................234

袁  武..................................236

秦修平..................................238

唐  云..................................239

贾广健..................................242

徐  希..................................243

贾平西..................................244

桑建国..................................246

顾迎庆..................................247

钱行健..................................250

崔  进..................................254

黄品臻..................................256

尉晓榕..................................257

崔如琢..................................268

萧海春..................................269

黄养辉..................................270

崔景哲..................................271

萧  平..................................275

盛天晔..................................277

曾  宓..................................279

程十髪..................................292

谢稚柳..................................293

韩  璐..................................294

蒋采萍..................................297

黑伯龙..................................298

喻  慧..................................299

舒传曦..................................300

韩  硕..................................301

韩  伍..................................303

韩美林..................................314

韩天衡..................................316

戴敦邦..................................318

戴敦邦..................................319

后  记..................................320



当
代
中
国
画
名
家
作
品
集
（
第
八
辑
）

1

001

丁茂鲁  草原牧歌图
纸本  立轴

款识：杨信同志正之，七三年二月茂鲁写。

钤印：茂鲁（朱）茂鲁画印（白）

72cm×48cm

作者简介：丁茂鲁(b.1936 )，曾用名丁茂隆，室名可意斋，浙江黄岩

人。西泠五老之一，擅长书法、篆刻、国画写意人物。1959年毕业於浙江美术

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科并留校任教，学书曾得诸乐三指导，学

吴昌硕一派，兼取杨凝式、黄道周诸家，用笔凝练苍劲，书风拙朴雄浑。曾任

西泠印社社员、理事和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副编审，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浙江书法家协会理事，浙江美术家协会理事，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注：杨信，1937年参加革命，曾任南京军区浙江省建设兵团参谋长（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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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于希宁  白梅
纸本  镜心

款识：希宁并题。

钤印：希宁画记（白）长乐（白）

68cm×45cm

作者简介：于希宁(1913-2007)，山东潍坊人。1936年毕业

於上海新华美专，受业於黄宾虹、潘天寿、俞剑华等。毕

业后从事艺术教育，历任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

院美术专修科、山东艺术专科学校、山东艺术学

院副教授、教授、副院长、名誉院长，中国美术

家协会山东分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山东

省第五届、六届省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代

表，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山东画

院院长等。

002

丁茂鲁  布袋和尚
纸本  软片

款识：坐也布袋，行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壬

午暮秋写，布袋僧之图，丁茂鲁记於台州。

钤印：丁（白）茂鲁（朱）

96cm×8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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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王淼田  寂林漠煙图
纸本  镜心

款识：淼田。

钤印：王（朱）淼田（白）

138cm×69cm

作者简介：王淼田，号路渺。1984年毕业，

1985年师从北京画院王明明先生。1993年入北

京画院研修班。1996年毕业於北京煤炭干部管

理学院美术大专班。2001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画系普进班。2002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

国画系第一工作室硕士研究生课程班。现为中

国美术协会会员。

004

马小娟  人物
纸本  镜片

款识：春雨。

钤印：小娟（朱）马（白）

66cm×65cm

作者简介：马小娟(b.1955)，南京市人。1982年毕业於中国美

术学院国画系，1985年考入该系中国画工笔人物创作研究生

班，1988年毕业，获硕士学位。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副教授，

现任上海中国画院专业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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