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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京宁直接描述日常生活所感，于平淡中含着生命的欢愉与浓烈。前者意在酸咸之外，

清苦悠远，让你咀嚼回味；后者意在酸咸之中，似远又近，弥散着灵肉一体的气息。

——郎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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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初，河北美术出版社策划“心路历程——21 世纪中国水墨艺术家创作探究系列”，

并拟出具体构想，约我参与其事。我能做的，是对画集图片与文字规模提建议，草拟给画家的邀请函，

为系列丛书写篇序文。

回顾 20 世纪的写意人物画，大约可归纳为前后交错的三个时期、三大类型：

第一个时期，20 世纪前期，传统型画家和作品居主流，大体延续传统写意人物的画法与风格，

著名者如齐白石、陈师曾、王一亭、徐燕荪、张大千、关良、陈少梅、李可染、刘凌沧、吴光宇、

傅抱石、赵望云、司徒乔、邓芬、黄少强等；其次为早期融合中西型，多把欧洲写实方法或新日

本画的方法，与中国画笔墨方法加以折中融合，如丰子恺、徐悲鸿、蒋兆和、方人定等。

第二个时期，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中西结合型变为主流，是把欧洲与苏联的写实画法、

传统写意法和革命美术的政治要求合为一体，徐悲鸿、蒋兆和、李斛、王盛烈以及他们传授的学

生如杨之光、张德育、卢沉、周思聪、姚有多、杨力舟、王迎春、刘大为等；新浙派画家李震坚、

周昌谷、方增先及他们直接传授的学生如刘文西、吴山明、刘国辉等，湖北画家汤文选，陕西画

家石鲁、王有政、郭全忠，四川画家马振声，广东画家林墉等，这些画家，都强调在写生的基础

上创作，其风格趋向，或偏于写实型的写意，或偏于表现型的写意。居香港的丁衍庸，原是早期

现代主义画家，后由崇敬八大而回归传统，创造了以夸张变形的勾勒形象为特点的简笔大写意。

这个时期仍有一定数量的传统人物画老画家，如徐燕荪、宋吟可、刘凌沧、吴光宇、谢之光等。

另有一些画家从速写、漫画、连环画转入中国画，著名者如叶浅予、黄胄、程十发等。

第三个时期，80 年代至今。活跃于世纪前半叶的老画家陆续过世，生于 30~40 年代、成长

于 50~70 年代的画家逐渐进入中老年境，改革开放新时期涌现的年轻画家逐渐成为中坚，他们有

了接触与借鉴异域文化的环境与条件，思想更加开放，个性更加独立，自由探索和大胆创造的风

气更浓，作品也愈加多姿多彩。其中生于 50~60 年代的画家，有“文革”记忆，在改革开放的大

环境中，亲历’85 现代美术运动以及 90 年代后回归传统的思潮，成为时代巨变中承前启后的一代。

大致说来，他们的特点是：

序：

回顾与前瞻
——谈当代写意人物画

文／郎绍君

绝大多数毕业于美术院校，接受过写实艺术和传统绘画的双重训练，有传统意识，也有现代

观念，在技术方面，重视造型能力；在观念上，重视以形写神的中国传统，坚持基本的笔墨方法，

与观念性的“当代艺术”保持着距离。

大都认可以真善美统一的传统审美理想，看重艺术的美育功能，多能辨别画格的雅俗，趣味

的高下，不追求极端的个人性与过度变态的精神表达，不与有低俗、恶俗、暴力倾向的艺术同流合污。

在传统与现代、世界性与本土性的两难选择中，多能自觉承担连接、调和和开拓的作用。

他们面对的难题和挑战是：

如何推进人物画的深度描绘。自宋代以来，人物画渐次衰落，其主流地位被山水花鸟画所取代。

人物画衰落的主要根源，是缺乏深刻理论思想的支持，回避社会矛盾与人生命运的刻画，弱于对

内在世界的深层揭示。缺乏基于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的批判精神。改变这一状况，还有待一代代

的追求和努力。

写意人物画相对强调画家的主观感受、弱于深入的真实描绘。但画家个人的主观意识和审美

趣味千差万别，未必都与真美善的要求相合。如何升华画家的精神境界，强化思想力与感受力，

又如何强化写意中的写实和写实性的写意 ，是对画家的最大考验。

伴随着艺术市场的兴盛，许多画家为赢利所绑架，导致批量生产，作品趋于同质化（风格化），

甚至艺术停顿，才能腰折。如何处理好利与艺的关系，树立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已成时不我待之事。

概言之，中国写意人物画在传统的基础上，从西方艺术吸取营养，面对现实生活，成为最具开

拓性的美术门类。其中，新时期的写意人物画尤富探索性和成就。但要清醒地看到，当代中国画趋

于多元，其样式、画法丰富多彩，也畸变而混杂，中国画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在商业性出版物过盛、

复制性绘画流行、市场炒作风起的现实情境中，理性的认知视野被大大忽视和遮蔽。我们首先需要的，

是做朴素而清醒的学术梳理工作。本丛书以 16 位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写意人物画家为案例，

透视新时期写意人物画的特点、趋势和存在问题。编者的目的不是制造明星式的选秀，而是展示每

个画家艺术风貌、呈现当代写意人物画的历史性身影，以便对它有清醒的知性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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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言行作派朴实无华，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把所有的灵秀、敏感、智慧、才情都深藏在

内心世界。她不需要时髦女性所向往的时尚、虚荣和矫情。她就是普普通通的她。

但她的确是难得的一位才女，水墨人物画领域中的一位佼佼者。

当年，她和她先生——梁占岩都曾是卢沉、周思聪夫妇家的常客，他们和卢、周之间有着深

厚的师友情谊。纪、梁先是师兄妹，后来又成为了伉俪。由于梁的起点高、成名早，所以一直以

来都影响着纪的发展。纪本人虽是科班出身，又在中央美院进修过，但她却不是才华横溢的那种

画家。她的潜质、才华如涓涓细流一般被缓缓地释放出来，从而引起了画坛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创作上，她延续了卢、周，甚至还有梁现代水墨画的总体思路。她在下笔之前，就已把题

材定位在了现实人物领域，而且是以他们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为“主旋律”的小题材领域，自然

也还有他们的友人，抑或她所熟悉的女性。她没有去做画坛上的伪古人，也没有去画古代的仕女

抑或才子佳人的故事，尽管那样做很容易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就像她在日常生活中不喜修饰装扮，

在创作上，她同样也选择了一种平淡的真实，一种她所感受到的真实。

正如她自己所写的：“日子很琐碎，却也有让人感叹的事情”，“休戚相关的一切，又与我

挨得这么近”，“丰富细腻的感觉，源自深沉的感情，在平凡而艰辛的操作里，这感觉正在日渐

加深，便也形成了色彩气息画风”。她平凡地生活着，做妻子，做母亲，品尝着一份份酸甜苦辣，

奉献着一片片爱心和真诚。同时，她又在生活的缝隙中努力地画着，追求着，就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所以，当我们翻读着她的画册或面对那些原作时，如《母与子》（此母题画过多幅）、

《平安》（63cm×100cm）、《我们》（63cm×85cm）、《每天的菜》（这个母题画了一个系列）

画出一张有感觉的画

——纪京宁的人物画

文／陈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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