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芮城，地处秦、晋、豫黄河金三角，黄、渭、洛三河交汇处。黄河之水从晋陕峡谷跃出

龙门奔腾南下，在此折弯东流，这里便成为中国版图上最易于辨认的自然地标——大河湾。

人类早在180万年前就在河湾上留下了用火的痕迹，60万年前的匼（k  ）河文化遗址，旧石

器、新石器伴随史前文化、仰韶彩陶，五千年中华文明在这里都保存着经久弥珍的艺术瑰

宝，传承完整而无断代。大河湾之子——李慎水墨画展汇集80余幅作品，主体部分以“生命

的光焰”“人物仕女”及少量山水作品组成，绘画题材的选择、创作极具个性色彩的审美诉

求。追溯中华文明初始的气象，商周的青铜器、甲骨文的文化时代，可称为中国审美文化、

信史文明的第一高峰。青铜艺术，阳刚大美之器，纹饰里透射着永恒不灭的生命光焰，憨拙

的动物牲灵既有具象物趣，又含附着原始野性的浪漫，一系列青铜题材作品的呈现，大有烈

烈的阳刚之势。仕女及古装人物，尝试与器饰、人物、文字结合，使人感悟到灵秀、轻盈、

抒情、飘逸的审美境界。

在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大河湾的子民肩负着承前启后的文化担当。近年来，芮城坚定

不移地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为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县的目标而努力，文化则成为实现理想

最厚重的支撑和恒久的定力。今年芮城欣获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殊荣，远大而更高的

河湾之梦正在展开。

李慎，大河湾之子，仍在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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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大河湾人，山西美协会员、山西山水画学会会员、国家二级

美术师，国家友好画院、中国民族画院特聘画家，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国画人物专业，师承

张文俊、周京新、李小山、王孟奇等老师。早期主攻山水，作品多次参加省市及国家展览，

曾获第三届全国山水画展“创新奖”、海峡两岸全国山水画展铜奖，第一届加拿大枫叶水墨

大展“佳作奖”、山西芮城永乐宫书画艺术节第一届、第四届“百佳奖”，国家人事部颁发

的“中国画杰出人才奖”。 2008年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参加迎奥运青铜馆特展，入选上海世博会

“中国画名家作品展”。 作品刊登在《中国美术报》《国画家》《美术观察》《国画收藏》

《艺术界》等。撰写的青铜文化研究论文在《中国文物报》《文艺报》等多种核心报刊发

表。近几年作品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石家庄、保定、大连、烟台等地展出拍

卖。现居北京。

钟纪明（旅法艺术家）

创新之路

结识李慎先生已是多年前的事，过去只知道他的山水画得不错，得过很多奖。近几年我

在国外做事，少有联系，最近在一次国内展会上相遇，看他的作品、画册，使我为之一振，

李先生的作品完全改弦易辙，走进了中国原始美术的无人区。他以青铜、甲骨文化为素材，

创作了大量水墨佳作，画面的笔墨气象，结构处理，视觉效果都很不错。在一个展览的整体

印象中，李先生的作品新颖、独到。

在国内好多艺术家要我谈创新问题，这好像是一种职业使命。如同科学家期待发明创

造，艺术家要能创新是很难的事。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创新、定位，我感觉，必须作出适合自

己个性发展的正确选择，首先要测准一块有金可探的艺术“矿藏”，然后静下心来，花大力

气，深度发掘，寻找个性元素，强化与反复提炼。我认为李慎就是一位拥有“青铜文化矿

藏”的艺术家。

通过深入了解，能看出李慎的变革之路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在2003年开始，由一次

职称论文的选题为契机，走进了商周文化的深入研究。商周时代的祭祀、征战、甲骨文等社

会内容，从文本到当代文物器饰，广泛而有侧重的涉猎，为后来的水墨创作奠定了理论基

础。他的论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文艺报》等刊物，还有许多在网上被广泛转发。

任何创新的艺术实践从来都不会轻松、顺畅，弯路、迷失、疑惑，无数的艺术难题足以

打垮你千百次，顽强的艺术家则能以意志、信念、兴趣在精神的痛苦折磨中前行。舍，远大

于得，但彼岸世界的召唤必经苦海的生死煎熬，但又有几人能成功跨越？

李慎的为人做事，一贯坚持低调做人，高调作画，风格语言有着不与人同的个性追求，

这注定要面临险绝的艺术历程。李慎来北京的五年，一直在寻找同路人，因为画风之间、图

式的相互借鉴，可以不断地修正自己。但一个独行者的路是艰难曲折的，全靠自己的知能去

锤炼、完善，去符合客观的准则。审美素养的高下，尤其体现在对艺术的判断、感悟和选择

之中，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个性审美的定向、价值、定位体现在作品的格调中。高尚

的精神结构只围绕着赤诚的激情而建立，一切有生命力的作品，都是人性的创造活动成为形

象化的艺术。

看李慎的作品，我更醉情于那种大盈若冲的艺术境界，以青铜文化感受原始文明的气

息，以当代审美元素承接化合文化内蕴的图式。从纹饰的艺术节律中探求自家的笔墨美感秩

序。他对素材的取舍，取形而不为形役，注重情与势的传达，虚与实之间，意在实处生，情

在虚处醉。画面古色古香，沧桑厚重，但有着现代感的审美构架，给人以雄浑、大美、神秘

之境。

弘扬传统文化，这一国策重任要求艺术家从传统资源中寻求健康的文化基因，不是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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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合盘端出历史的辉煌，而是要寻找它给当代人的启迪。这就要求艺术家有扎实的功底、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时代创新能力，作品应具有高尚的审美情趣，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民族本土

原创的气质，古典美与现代美并存，追求传统精神所彰显的正大气象。李慎先生用自己的作

品践行了这一壮举。

科学与艺术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思辨的深度观照，中国画的生化变革更需要有哲学思辨

的引领。笔墨价值聚焦在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上。这些形而上的理念都需要成功地把握。为

人为艺的修炼，观念决定成败，观念的前瞻和更新是拓宽作品的境界，深邃作品内涵的必要

前提。李慎的作品无疑赋予了这种高视点的规范，他对题材的选择避免随意而浅薄，大量素

材要经过思维的浸泡，情感的润化，能给人以醇香、厚重的视觉美感。

物质生命与艺术生命在时间消磨中最终只有艺术生命的不朽。把远逝的历史古典精神唤

回到当代重塑民族文化的大美精神，这是李慎水墨青铜艺术的当代价值。李慎在传统文化宝

库中为我们开启了一处水墨青铜的大门，丰富的宝藏将会迎来更多的关注，我们相信李慎对

这个题材一定会有更大地发掘。

复活的青铜

李慎让我刮目相看。这在一个大师、泰斗、学者犹如芳草一样疯长的年代，李慎让我感

到了一种真实、一种扎根在土里，有着自身的强壮的真实。李慎让我刮目，不是他头上的

“画家”头衔，这个头衔在时下，似乎正在泛滥和贬值。我是在他的画中，发现和找到了李

慎这个人：他在敲打着他的青铜，那是有节奏地敲打。他神情专注、陶醉乃至迷恋，嘤嘤嗡

嗡地作响，仿佛从远古传递而来，带着强劲的精神召唤……

李慎在复活青铜，那是对一种深埋的记忆的复活。从历史回望商周，遥远的青铜，早已

生满了绿锈，失去了锃亮的色彩；那些饕餮的纹路，那些钟鼎上的铭文，已经很难考证和辨

认了。然而，李慎却在一次次敲打中，发现了青铜的音符。这些远古的青铜的语言，以音符

的方式，传进了他的耳膜，抵达了他的灵魂。那些飞翔的音符，各呈姿态：有的阿娜，有的

宏伟，有的凶悍，有的威武，有的广袖轻舒，载歌载舞……这是青铜的盛大聚会，夏、商、

周三朝的青铜齐聚在了一块，东方文化的灿烂，被青铜炽热地释放出来。李慎醒来了，他从

青铜的梦中醒来，经历了短暂的时光穿越，他找到了三千年前的青铜，捡拾到了散落的青铜

的音符，他从噌吰而雄浑的回响声中，听到了一种像鼓点敲打的声音——那是自己心脏的跳

动！李慎携带着青铜的成色和青铜的光芒，他禁不住战栗了，这是灵感穿过毛孔撼动身心的

战栗。他突然看见，他的画纸上青铜晃动，摇曳生姿……

李慎是第一个在宣纸上表现青铜的人。他是一个求变的画家，他的“水墨青铜”，是传

统画技和古老文化的结合。他上溯源头，找到了文化的引爆点。他让艺术这件炫丽的外衣披

在了青铜身上，将灰暗的青铜、锈迹斑斑的青铜牵引登台，妖冶亮相。于是，几千年的青

铜，有了灵气、血肉，有了自己的表达，有了含泪的控诉，有了凄迷的灯火中辗转的喟叹，

有了斧钺的锋利、祭祀的悲壮、盔甲上反射的日光……李慎是熟知青铜的，显然，他笔下的

青铜很早就被他捂热了，因此，我在读他的这些“水墨青铜”的时候，已经没有了锈蚀的味

道，没有了那种被考古家、历史学家抽象了的艰涩。李慎是一个完全读懂了青铜的人，他不

但读懂了青铜，而且还把青铜在自己的怀里捂热了，直到锈蚀脱落，光华尽现！他理解了青

铜，这是一种文思境界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他将历史文化的青铜转化成文化艺术的审美，

转化成在宣纸上诗意澎湃的“水墨青铜”！

水墨表现青铜，我以为关键是如何让青铜复活，也就是如何用艺术的方式再现青铜。水

墨是技法，但在李慎的笔下，水墨也是一种意蕴、一种生气、一种飘荡在天地间的浩荡风

云……李慎的画中，一是对青铜的大写意，这有点形而上的味道，但水墨技法起到了点染、

温润的作用，它消解了青铜的灰暗和冷寂，消解了青铜符号带给我们的认识和理解上的隔

膜。他让我们通过对一尊兽、一尊鼎、一挂车、一把斧钺以及残存的铭文的审美观照，聆听

叶松铖（陕西艺术评论家）

——李慎水墨青铜画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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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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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有了灵气、血肉，有了自己的表达，有了含泪的控诉，有了凄迷的灯火中辗转的喟叹，

有了斧钺的锋利、祭祀的悲壮、盔甲上反射的日光……李慎是熟知青铜的，显然，他笔下的

青铜很早就被他捂热了，因此，我在读他的这些“水墨青铜”的时候，已经没有了锈蚀的味

道，没有了那种被考古家、历史学家抽象了的艰涩。李慎是一个完全读懂了青铜的人，他不

但读懂了青铜，而且还把青铜在自己的怀里捂热了，直到锈蚀脱落，光华尽现！他理解了青

铜，这是一种文思境界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他将历史文化的青铜转化成文化艺术的审美，

转化成在宣纸上诗意澎湃的“水墨青铜”！

水墨表现青铜，我以为关键是如何让青铜复活，也就是如何用艺术的方式再现青铜。水

墨是技法，但在李慎的笔下，水墨也是一种意蕴、一种生气、一种飘荡在天地间的浩荡风

云……李慎的画中，一是对青铜的大写意，这有点形而上的味道，但水墨技法起到了点染、

温润的作用，它消解了青铜的灰暗和冷寂，消解了青铜符号带给我们的认识和理解上的隔

膜。他让我们通过对一尊兽、一尊鼎、一挂车、一把斧钺以及残存的铭文的审美观照，聆听

叶松铖（陕西艺术评论家）

——李慎水墨青铜画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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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青铜背后的缠绵悱恻、激越与悲壮、杀伐与幽怨……青铜和美女，是李慎的另一种表达

方式。这是青铜时代不能抹去的颜色，除了坚硬、锋利、凄冷，还有温柔、美丽和绚烂。那

些女人不只是青铜时代的点缀，因为她们的存在，才有了青铜时代的潇洒、丰腴、浪漫，才

有了被历史永远也咀嚼不尽的味道……李慎笔下的那些女人，是青铜时代的标本，是历史的

记忆。她们与青铜构成了鲜活的存在，她们活在青铜的世界里，而青铜就是那个时代所有人

的灵魂的一种呈现……

李慎当然不只是为了复活青铜，他的文思境界，显然是在寻找一个点，那是一个笔墨能

否准确地、深邃地表达出青铜在水墨中的意境！李慎的两组画中，前者没有具体的人物，只

有各种不同形状的青铜器具，运笔大开大合，悍气十足，血气十足，虽然画面抽象，但贯穿

画中的气韵却饱满、畅达，细细赏读，自能品出个中滋味；而另一组画，主要表现的是美人

和青铜，但聚焦点在美人身上。这是对前一组画的补充，是阴柔与阳刚的结合：天地万物此

消彼长，全赖于阴阳的持衡，这是中华文明得以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

李慎涉足于一个陌生的领域，在李慎之前可能是一个“无人区”。李慎来了，他不是一

个无意识的莽夫，这就好比到水下探险，下水之前，他已经学会了游泳、潜水以及很多水下

作业的知识。因此，读李慎的画，你读到的绝不是肤浅、单一，而是知识、境界、底蕴，读

到的是一个画家对艺术的探索的精神。李慎复活了青铜，那是一个让人感动的、绚丽多姿

的、色彩纷呈的“水墨青铜”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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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城，地处秦、晋、豫黄河金三角，黄、渭、洛三河交汇处。黄河之水从晋陕峡谷跃出

龙门奔腾南下，在此折弯东流，这里便成为中国版图上最易于辨认的自然地标——大河湾。

人类早在180万年前就在河湾上留下了用火的痕迹，60万年前的匼（k  ）河文化遗址，旧石

器、新石器伴随史前文化、仰韶彩陶，五千年中华文明在这里都保存着经久弥珍的艺术瑰

宝，传承完整而无断代。大河湾之子——李慎水墨画展汇集80余幅作品，主体部分以“生命

的光焰”“人物仕女”及少量山水作品组成，绘画题材的选择、创作极具个性色彩的审美诉

求。追溯中华文明初始的气象，商周的青铜器、甲骨文的文化时代，可称为中国审美文化、

信史文明的第一高峰。青铜艺术，阳刚大美之器，纹饰里透射着永恒不灭的生命光焰，憨拙

的动物牲灵既有具象物趣，又含附着原始野性的浪漫，一系列青铜题材作品的呈现，大有烈

烈的阳刚之势。仕女及古装人物，尝试与器饰、人物、文字结合，使人感悟到灵秀、轻盈、

抒情、飘逸的审美境界。

在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大河湾的子民肩负着承前启后的文化担当。近年来，芮城坚定

不移地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为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县的目标而努力，文化则成为实现理想

最厚重的支撑和恒久的定力。今年芮城欣获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殊荣，远大而更高的

河湾之梦正在展开。

李慎，大河湾之子，仍在不懈追求！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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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慎│水墨画展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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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幻梦　170×17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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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芮城)永乐宫第七届书画艺术节 李 慎│水墨画展作品集

青铜从发展到衰落跨越

了一千多年，其中最具审美

艺术价值的器物出现在商代

中晚期。画面组合了21件不

同时段造型各异的青铜器，

这些不朽的艺术瑰宝都曾是

血与火的时代产物，历经三

千 载 ， 生 命 的 光 焰 依 然 闪

耀。

青铜时代　146×9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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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4

天尊圣器　123×123cm

巫觋是原始社会的精英，巫师有男、女之分，巫为女，觋为男，这些男觋、女巫在作法时以舞蹈、

音律传递人与神的交流附会，为凡世生民祈福禳灾。

神差巫觋　123×123cm

山西(芮城)永乐宫第七届书画艺术节 李 慎│水墨画展作品集

在神权高扬的天台上，紫气东来，香火缭绕。一尊商晚期的鸟兽纹酒觥（g   ng），飘溢出圣灵的酒

香。神采飞扬的动物神灵簇聚结连在华丽的酒觥器表，气势威武雄壮。侧旁耸立着通天神柱，后侧排列

着造型各异的神坛圣器，一派贿神娱神的原始气象。被神权天威桎梏的原始人性流露在人形足的器物底

部。天尊成为至高无上的原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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