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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奎艺术简介

 

张立奎，山东临沂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水墨人物研究生班。中央美术学院访问学

者，国防大学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长，解放军美术创作院艺委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获“第八届

全国美展”优秀奖、“首届全国青年国画年展”金奖、“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国际艺术大展”

最高奖、“炎帝杯国际艺术大展”金奖。多次参加全国中国画提名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南海、中央电

视台以及俄罗斯、泰国等国领导人收藏。出版有《中国当代名家画集张立奎卷》（大红袍）等多部画集。

2013年7月精品水墨人物画在北京保利举行拍卖专场。2012年央视书画频道专访。2012年11月在中国军事博物

馆举办“笔墨从戎”巨幅作品个展。中国画坛六○后最具收藏价值10杰画家。当代最具学术活力的中青年画

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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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画有丰厚的中国文化底蕴，透过每幅作品的表面，能使人感受到一种精神，一种思想，一种传统的存在。立奎非常

关注中国绘画艺术的民族性，在学院与民间艺术之中若即若离，悠闲自得。从他作画的背景里能清楚地分解出壁画、年画、泥

塑、剪纸、皮影和民间装饰等艺术形式，并始终关注西方艺术中的精辟思想，力避简单的模仿和拿来。他从未忘记中国画姓

“中”，而且他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的同时注重探索。他有较扎实的书法功底，深谙线条的个中三昧，紧紧地守住中国绘画的

艺术根基和灵魂，上升到以心写意的位置。在对线的认识和运用上有独到之处，曾提出“写意工笔”，既摆脱了工笔画的呆、

板、僵、刻，又避免了写意画的“得意忘形”之弊端，这是很有益的见解和实践。在作品的个性中使人窥见他的画既随意又精

密，既疏远又亲近，似曾相识而又无法确认，像是叙述一个梦里的世界。

——刘大为

他的画路很宽，有较好的书法功底作铺垫，所以他的画是真正书写出来的，每一笔不是画出来的，写意画的“写”字他已

彻悟。当前中国画就缺他的这种理解，他的画很有激情，是用情作画，极力强化自己的艺术语言，敢于制造矛盾并解决矛盾，

对笔墨的张扬恰到好处，他的画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启迪。

——唐勇力

张立奎的画代表了当代美术家共同的学术价值取向，他是20世纪新传统中三个绘画脉络的典型个案代表。从他的近期作品

中透射出其作品的写实因素、语言样式和表现形式能自觉地回归到中国文化的学术前沿，这是难得的。20世纪的新传统是美术

界共同的课题，它也是美术界的学术焦点，有胆有识的人才能涉足于此。一个军旅画家游弋于此中，不能不让我们无比兴奋，

相信他会有辉煌的人生。

    ——傅京生

张立奎能在全国性的青年国画学术年展上获得金奖不是偶然的，从他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写意画的再认知。他用

极为夸张的手法对当代人物进行深层纯粹的表现，使他笔下的人物呈现了独特的艺术形态，他用激情洒脱的笔触表现了他心中

浓郁而旺盛的情感，体现了他坚实的书法功底和全面的艺术素质。

                                                 ——李人毅

我多年都在关注着他作品的进展，因为我和立奎是同乡，较早就认识，又加上同是军艺毕业。沂蒙山人特有的耿直、朴

实、倔强和执着都能在他身上找到，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看他的画我由衷的高兴，高兴的是他的画有了很强

的个性和面貌。他把创作和探索一起融入了写生中，使写生的意义更加拓宽了，他的写生作品每幅都有新意，每幅都是创作。

再一方面，他把书法的用笔融入写意画的每个局部，以书入画、以书写心，达到了不描摹、不刻画、不修饰、不做作、无拘无

束地放笔直取。他的书法写得也十分有个性，功底扎实、底气十足，有较好的艺术修养。这是个良好的过程和开始，相信他如

能继续坚持下去，定会有很大的成功。

                                                  ——李 翔

我认为张立奎的古典人物画很有创意，他能够巧妙地把西方绘画优秀的造型技巧融入传统的以线造型的中国古典人物绘画

中，能把当代的院体造型规律融入当代的文人绘画中，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且效果相当不错。他的笔墨已达到随心所

欲的境界，气韵生动，神采飞扬，笔笔到位。作为一个军旅画家，不受现实题材的制约，用无拘无束的狂放之笔画出的画让你

惊心动魄，在创新领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他的画路很宽，画出了很多让我们羡慕的画。    

                                                 ——刘进安

张立奎的画着实地动了很多脑筋，他注重感觉，我们看到了很多好的倾向。首先在他的画中感觉他似乎和我们过去，尤其

是“文革”期间那种写实水墨画有一种明显的区别。他注重笔墨语言本身的修炼，这种笔墨不是泛泛的那种如何痛快的东西，

他在寻找自己的笔墨样式怎样和他表达的内容、题材相吻合。我感觉这点在他的写意画中给了我们一种很好的启迪，这是很好

的建树，在语言样式的挖掘上，他动了很多脑筋，着实地让我们感动，我相信他今后定会成功。

                                                 ——张江舟

他很执着，他严谨的作画态度非常感人，在完成中央美院的研究生课程后，开始明确了自己的一种语言方向，画现实农民

也好，古代人物也好，他都是坚信自己的目标，努力探索自己的艺术语言。我觉得有自己的语言很重要，甚至比完成一幅创作

还要重要，张立奎已深刻地认识了这一点。

                                                ——陈钰铭

我一直对张立奎很关注，他的作品不断地发表，不断地进步，不断地完善，他在中国画研究院的个展很成功。首先我觉

得他的画始终在不断地创新，他这么个年龄段，我认为很不容易，无怪乎众多画家说他是一个底气十足，很有冲劲，很猛的画

家。他在笔墨的探索上，把线和面交融互用，得心应手，弥补了传统国画以线为主较单薄的造型手段，他的笔墨秩序运用得相

当不错，狂放不羁中蕴涵着宁静。他的每一幅画都在努力地寻找自己的路子，在他的画里他的精神得到了真正的释放。

——王阔海 
    

他的画给人的感觉非常轻松，是因为他的底气足，他有很强的笔墨驾驭能力，尤其是在完成中央美院研究生班课程后，

他醒悟了，出来了，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且比较鲜明，一看就知道是张立奎的东西。另一方面他的画面有很强的张力，每张

画好像比较单纯，但感觉非常丰富，他的笔墨表面看似混乱，但实则是想在一种混沌的、无序的状态中寻找一种新秩序。意欲

乱中取胜，笔墨蕴藏着很多东西，内容很丰富，画面很完整。他作画随心所欲非常轻松，无半点刻意和做作。一看画作很有才

气，那种洒脱和才情是常人无法达到的。

——苗再新

张立奎是一个特别勤奋，对绘画特别执着的画家，他的画面特别地突出，他的作品所体现的状态跟他的技法形式特别地协

调，包括他选择的题材所关注的主题。他的画路很宽，发展的空间特别大。在现代人的刻画中，他不是去直接描写，而是把自

己的很多感受和理解、情感、体验注入现实人物中，在夸张性地造型的同时，时刻注重画家造型的独特味道，这种味道是真诚

的，朴实的，与众不同的。

——许向群

名家点评



宋代石恪以狂草的笔意，画出深具禅意的《二祖调心图》；南宋的减笔人物画家梁楷创造了泼墨法，运用豪放

而简洁的笔墨，生动的表现人物的神韵，创作了《泼墨仙人图》《李太白行吟图》等杰出的写意人物画作品；明清时

期也不乏优秀的水墨写意人物小品。写意人物画历史悠久，在近现代又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任伯年、徐悲鸿、蒋

兆和等大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大力提倡主题性绘画，写意人物画的发展迅速，成为一个非常重

要的画种。

那时，美术院校的课程设置受苏联影响，不仅是油画雕塑等专业注重素描和写生，水墨人物写生课也是中国画

人物专业里的一个重要课程。学生在写生中面对模特儿，练习观察、研究和表现客观物象的方法。学生们不仅在造型

上打下坚实的基础，还由此研究和掌握水墨材质的特点及其性能。在多年的教学中，各个学院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如中央美术学院的写生造型在讲究严谨中不乏开阔的视野，而解放军艺术学院由于注重主旋律的军事题材，比较强调

规范和方正的样貌。张立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后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水墨人物研究生班，他兼收

两家美术学院教学之长，造型基本功扎实，艺术思想活跃，重视探索与创新。经过多年的实践，他的人物画已经有鲜

明的个性面貌。他的画风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一个“野”字。

张立奎的写意人物画的“野”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画中的人物形象野，二是画风野。在他的水墨写生中，人物

形象大都憨态可掬，衣衫不整，蓬头垢面，仿佛就是田间地头不修边幅随意唠嗑说笑的农民兄弟，带有一定的喜乐感

和幽默感。长期以来，我们对所谓的底层劳动人民的描写，往往是站在一种不平等的位置和角度去观察去表现。大家

一定都听过渔夫和有钱人在海边晒太阳的故事，有钱人认为渔夫应该去多打鱼，去努力工作，成为一个有钱人，这样

就可以来海边晒太阳了。可是安于现状的渔夫告诉他：“我现在不正晒着太阳吗？”这个故事让我们思考，究竟什么

是快乐。我们常常以自己以为的快乐去理解他人，当我们以同情的眼光去怜悯那些所谓底层的人群时，我们实际上没

有走进他们中间，成为他们的一员，去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当我们在画室找个农民来写生，或者下乡采风时，让他

坐好给我们画时，他们的表情、状态是紧张的、拘谨的、局促不安的，我们不自觉地站在了农民的对面。而张立奎

的水墨写生，已经模糊了这种面对面的关系，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和他们融为一体了。面对农民，画家往往有不同的身

份，有旁观者、倾诉者、批判者、歌颂者，一个旁观者画家画出的农民和张立奎笔下的农民绝对是不一样的，这里不

是说艺术水平的高低，旁观者也可以把农民形象画得很深刻，而是说人物形象呈现的面貌有很大的差异。看张立奎的

水墨人物写生有种感动，那些模特儿很放松，脸上手上还带着泥巴，头发乱糟糟像丛野草，充满“野趣”。

张立奎的水墨写生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规矩章法，用笔用墨、线条皴法都很“野”。但是，在野中可以看出

他的艺术功力、修养和格调。艺术中的“野”，是指超越约定俗成规矩的界限范围和突破程式化的审美追求，它虽不

“规范”，但是让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并带给人们新的思考和启迪。敢于突破，是艺术家勇气和胆识的表

现。张立奎在写生中，不再为线条的转承启合、墨色的浓淡干湿、皴法的程式章法所束缚，是他艺术经验和修养积累

的结果。他艺术中的“野”实际上是脱胎于传统的笔法皴法，山水画中的“枯柴描”“披麻短笔”和“乱柴皴”被他

巧妙地、随意率性地运用在人物写生中。还可以看得出来，这些笔法、皴法是在张立奎很兴奋的状态下挥洒出来的，

也能感受到他行笔间的速度、节奏和锋芒以及内心的激情。

张立奎靠自己的勤奋和悟性，正在书写着自己的艺术人生。

狂野，艺术审美的一种品格
        —张立奎的人物画
                        ◎邵大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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