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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讳福曾，西北师范大学美术教授。初习油画，后攻水彩，终

自成一家，以水彩画蜚声陇右，名于当代，其作素有“王氏水彩”之

誉。

公原籍河北怀来县，辛未年（1931 年）端午生。兄妹五人，排行

老大。父慈母严，自幼勤苦耐劳，孝悌仁厚，凡事为弟妹先，颇有长者

之风。弟妹信而效之，以兄为范，后皆有所成，或从教从技，或从政从

艺，门风书香蔚然，一时为人称道。

公出于职员之家，长于幽燕之地，既承邮局译电员父亲细严谨慎

家风之影响，兼接刚正朴实、慷慨侠义民风之熏染，性情耿直而心智敏

密，少即好学，有非凡之思，逸群之才，尤爱绘画。常停步街边，驻足

棋摊，耳听梆子，目送流云，因观察入神而忘食废寝；望山川草木，屋

舍田园，见鱼虫鸟兽，人物百态，无不欣然勾勒，下笔立成，栩栩如生。

四邻赞美，闻者无不称奇。

1950 年，公考入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艺术系美术专

业。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为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吕斯百教授于当

年筹建而成，公得以立身名门，师承大家，人皆艳羡，以为满足。然青

年鸿志，水击三千而扶摇九万，公之心，亦悠然高远，故勤学苦练，泼

墨不倦，一度曾就读于徐悲鸿先生主理之中央美院。吕斯百先生爱其

才，嘉其志，不舍其人，故一日三书，真情召唤，终再纳门下并倾囊相

授，精心扶植。公以此尽得真传，学业如虎添翼；兴之所至，常足不出

户，挥毫达旦，寒暑写生，孜孜不倦，画技日新月异。立斯百先生门下

先后五载，最得恩师青睐。公尝言：“先师对画面色彩的分辨与驾驭能

力至为高超，其取景构图、空间处理、虚实运用、色层分布、着色程序

及质感表现的功力深不可测。对艺术，先师追求尽善尽美，终达出神

入化；对弟子，先师苛求造型至上，浮躁难入法眼。恩师之艺德人品，

尤其是他对美术教育事业全力倾注的精神震撼我心，从师修业数年，

教益终生难忘，虽屡遭坎坷而不敢稍有懈怠。”

1955 年，公毕业留校任教，得与恩师同事，有幸再聆教诲。时天

下初定，百废待兴，首需人才，王公之心，盼笔生辉，有所作为。不意

运动如潮，左风狂吹，王公方正，1957 年即因言获罪，打成右派，调离

王公讳福曾传略



教学岗位，且被驱乡野，荷锄挥镰，早出晚归，社教数载。适逢年过五

旬的吕斯百教授奉调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叶落归根，亲

眷相会。公前遭政治压力与人身凌辱，后失专业导师与精神支柱，处境

日窘，生活日贫，拮据求生，无力继续所好所学所擅之油画。然疾风劲

草，穷且益坚，困厄逆途，公未忘恩师归宁前夕面谈之忠告：“勿沉沦 ！

勿自贱 ！勿丢专业 ！”繁重劳作之余另辟蹊径，开始因陋就简，暗暗转

攻水彩画，自兹上下求索，潜心研创，耿耿一世，终生未辍，遂大成焉。

初，公追学著名画家、昔日老师刘文清，兼法张充仁、李剑晨、潘

思同诸前辈，及苏联水彩画名家克里马申、茹柯夫等，眼观心动，日思

暮想，千描万画，博采众长，汲汲以求者凡十五年，终得心应手，出凡

入胜。1973 年参加“百花美展”崭露头角，名扬画界。后深钻细研，妙

调滴水，精铺七彩，巧布百色，由技而艺，达于化境。其作屡屡入选全

国美展，数获大奖，并有《 水彩画静物风景画法十二讲 》《 王福曾水彩

画集 》传世。公领军陇上画坛，曾任甘肃省水彩画协会主席、甘肃省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重名之下，退休后仍难辞多家院校固请，热衷栽培后  

进，直至仙逝。

公勤耕教坛五十余载，桃李满天下，弟子逾三千，今多画苑奇葩，

教界骨干。2010 年 12 月卒于金城兰州，享年七旬有九。

公为时所迫，因贫转业，致力画材低廉而墨彩纷呈、习作便宜而魅

力独特之水彩画五十年。概以其从油画入水彩，从专修到自学，从学院

而田园，正应“师造化，得心源”之艺道，故自出面貌，借小画而成大

家，得享“王氏水彩”美誉。原其足迹，栽花为柳，种瓜得豆，其命耶，

其运耶，抑其志与力耶 ？晚辈赞曰：天将成之，人先谋之；人欲金之，先

百炼之。公之一生，立命沙滩而生机勃然，处运凹地而积土成山，实乃

角力命运，胜其试探，所谓成果，当得之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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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曾先生是我省著名水彩画家和美术教育家，1931 年生于河北

省怀来县，1955 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著名画家和美术

教育家吕斯百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

授、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

水彩画协会主席。著有《 水彩静物风景画法十二讲 》，出版《 王福曾水

彩画集 》，作品曾连续入选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王福曾先生虽然身居中国西部黄土高原，但对水彩画这一源自欧

洲的西洋艺术情有独钟，造诣颇深。他不仅长期研习国内大家名作，

而且具有宽阔的艺术视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更加关注国外水彩画

艺术的发展。对欧洲特别是英国水彩画的经典作品，倾心揣摩，深得

精要。久而久之，既技法娴熟，又精神相近，画作中常常于山野乡土间

透露出高贵的英伦风韵。

研究王福曾先生水彩画的艺术特点，可以用四句话概括，即善于

水，长于色，精于笔，妙于意。

水彩画与其他画种相区别，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用水调和颜

料，故称水彩画。这种特殊的材料性能，要求水彩画家必须善于掌握

水分。甘肃地处高原，气候干燥，温差很大，作水彩画特别是户外写

生，困难甚多。王福曾先生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渐掌握了在气

候干燥的条件下水彩画创作的特殊规律。他针对不同季节、地区、时

间、对象和画纸，采用不同方法，以克服不利因素，对水的掌握逐渐达

到妙境。作品大多具有色彩淋漓，干湿相宜的效果。特别突出的是，

他的画绝无白色水粉颜料介入，所有色彩完全靠水调和，无论是高光

和亮部，完全靠控制留出，以求色彩的透明性，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水彩画和油画一样，都是用色彩塑造形象，对画家的色彩感觉和

修养要求极高。王福曾先生做学生时，就以色彩出众，颇得油画大师

吕斯百先生赏识。执教之后，更是把色彩研究视为治学之要。他潜心

研究中外绘画色彩专著，还从反复绘制色轮表入手，以深入了解色彩

变化的科学规律。更重要的是他长期坚持写生，自觉地到大自然中去

认识色彩、把握色彩、表现色彩，更加成就了出众的色彩天赋。他的画

色调清雅，变化精微，富于对比，质感强烈，亮部虽亮却又富有变化，

笔写乡土气  画有英伦风

　　　　李宝堂

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 王福曾水彩画赏评



暗部虽暗却暗而不死，无论亮部还是暗部，色彩都很透明，都很饱和，

都具有水彩画极难达到的色彩锐度。

用笔独到是王福曾先生水彩画艺术最突出的特点。他一般采用多

次着色法，多在初次渲染色彩将干未干之时，依据不同对象的结构和

形象特征进行多次刻画，特别注重色、纸、水、笔特性的综合把握，用

笔果断潇洒，一气呵成，笔笔精到，笔笔见痕，并使水痕、色迹、飞白

和笔触自然融合，产生生动的笔触和肌理效果。与很多水彩画家不同

的是，王福曾先生拒绝制作，坚决反对各类非笔非画的奇技妙招，力

主严格保持水彩技法的纯正和水彩画的绘画性，因而，他的作品具有

较高的技术含量。

王福曾先生写实能力很强，画得一手好速写。在水彩写生中，有

时以寥寥数笔勾勒轮廓，有时则完全靠色彩把握形象，尤其擅画古建

筑、民居、树木和静物。他重形之准确，亦重意境之美妙。画作大多表

现西北富有鲜明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景物，从他的很多代表性作品

中，人们可以看到：山雨欲来，晚归的农夫在山路上踽踽独行；繁杂的

农家院落，老屋古朴、炊烟袅袅，但见几只白色的母鸡悠闲地觅食；古

老的小街，店铺相连、招牌林立，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行其间，一派市井

风俗；雪山高耸、白云朵朵，湛蓝的天空下牛羊成群，把碧绿的草原衬

得如诗如歌 …… 这些水彩画佳作构图精到，色彩典雅，形象生动，情

景相融，意趣盎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诗意，给人以美的享受。

著名美学家洪毅然教授与王福曾先生可谓挚友感情笃深，曾撰文

赞誉王福曾先生的水彩画“技法纯熟、风格严谨、造境清新、意趣淡

雅，颇受艺林珍视，深得群众爱赏”，并称其画法为“王氏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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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并未走远，没有走

远的还有他的教诲和画作。而记忆中这些永难磨灭的印迹，让我们很

难做出选择，是写一篇文章怀念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辛劳和慈祥，还是

为他出一本画册，展现他艰难一生所创造的令我们高山仰止的艺术成

就 ？

作为大学美术教授，父亲留给人们的印象也许是拥有著述丰厚的

教学成果或“王氏水彩”不知凡几的画作。可有谁知道，他刚踏入社

会不久便赶上了五七年反右，一如大批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他也

没有例外。这种如同坠入深渊的劫难，别说前途，连生活都陷入饥寒

交迫之中。在惶然而战栗中，还没有弄清政治运动的走向，“文革”又

来了，他毫无例外地成了“臭老九”。我们虽也陪着父亲在历次运动中

惊恐过悚惧过，但我们根本无法全面体会他从青年到中年整整二十年

的心灵苦痛。

年轻一代的人无法想象，一个师从国家美术泰斗吕斯百的青年才

俊，一入社会就被构陷，政治上不见曙光，生活上穷困潦倒，连买创作

油画的油彩都无力度支。可他生命的意义只在作画，买不起油彩，就

买廉价的水彩，谁也不能阻止他走向理想的王国，用画笔表现自然的

美丽和民众的疾苦。我们至今也想象不出，如果没有那场运动，父亲

作为吕斯百的得意弟子，在油画创作上会达到怎样的境界。好在他精

神上不屈不挠，技法上另辟蹊径，终成一派“王氏水彩”。

历史不能假设，父亲的人生不能重来，他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不以

己悲，屈辱淡然，直到中年，才迎来了迟到的春天。那时的他，仿佛与

时空赛跑一般，除了上课教学，就是独自外出创作，或者带着学生到处

写生，一去一两个月。而每次回来，从不带什么土特产或者好吃好看

好玩的东西，背回来的总是一摞摞的速写、习作和画作，于是家里就变

成了他的展室和讲堂。桌上、椅上、沙发上，甚至台灯罩上都摆满了他

的画。他讲每幅画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故事，比如《 麦垛儿 》是他骑

在猪圈墙上画的，《 洒满原油的水彩画 》是在油井边画的。听着父亲的

讲述，我们仿佛跟着他一起走过了田野，走进了村庄，走入了院落，画

面上的景物也一下子都变得活灵活现起来。每当这时，家里其乐融融，

我们无比开心。

作画教书之余，父亲在情绪好的时候也唱段京戏，除此好像再无

其他兴趣爱好。只要在家的时候，他要么读书、备课，要么摆弄他的画

框、画纸、画笔，要么整理筛选写生带来的画稿，要么推敲构画新作，

清洗调色盒。总之，大都在做与绘画和教学有关的事，常沉静寡言却

忙得不亦乐乎。即使饭后睡前等闲暇时间，他也总爱在报纸的空白处

顺手勾勾画画，家里的杯勺酒瓶、刀叉水壶、坛坛罐罐、器皿花卉，或

者土豆辣椒、洋葱大蒜、时令瓜果、萝卜白菜，哪怕是盘中的糖果，桌

上的书籍，学生的贺卡，他人的请柬，架上的唐三彩，都能在他的笔下

栩栩如生，色彩斑斓。不仅如此，家里的人也都一个不落地成了他的

模特，且百画不厌，新颖迭出。

和母亲一样，父亲特别节俭，尤其喜欢整洁。他有个保持了一辈

高山景行  画意人生

  王 岩    王 晶

—— 怀念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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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习惯，就是身上常带一块白色的确良手绢。每当第二天要拿画去

上课，头天晚上，他必定精心挑选画作，仔细装好画框，用白手绢将

镜框擦了又擦。直至退休后在兰州师专（现兰州城市学院）、湛江师

范学院当客座教授多年依然如此。他的颜料盒、画笔盒，甚至橡皮擦，

都由我母亲专门定做了保护套，全手工缝制，一件一件整齐地摆放在

画箱里。连画纸裁完的边角料，他都量体裁衣，依形作画，从不浪费。

我们陆续工作后，家里条件渐渐好起来，托人专门从中国美术馆带回

英国出品的水彩画纸和颜料。父亲把一张裁成几张，不舍得大张尽用。

我们劝他，现在条件好了，几张画纸不成啥问题，但他还是寸纸寸金，

并开玩笑说，这种纸太贵，画起来压力大。结果直到临终，那些画纸

还没有用完。

父亲眼光很高，对创作几乎严谨到一丝不苟，对自己的作品总是

千挑万选，凡不满意的，绝不示人。他生前认为，自己能拿得出手的作

品，一辈子也就百十余幅而已。而父亲爱画，简直就像爱自己的孩子

一样，不仅是出了名的“小气”“吝啬”，而且是“千金不换”。记得

一个周末，家里来了两位高个子大胡子的外宾，他们在我家整整待了

一天，几乎欣赏了父亲所有的作品，最后表示要高价收购一部分。为

此，家里还专门召开会议，父亲严肃征求我们兄妹的意见，他说 ：“你

们希望我为家里留下美元，还是为学生留下教材，为你们留下艺术作

品 ？”那时我们还小，发表不了什么意见，后来偷偷问大哥到底能卖

多少钱，大哥白我一眼说 ：“反正想买啥就能买啥。”因为那是家里第                                                                                                      

                                                                                                                                                    

一次正式召开家庭会议，所以至今还记忆犹新。如今想来，说是开会

商议，其实是父亲在考验我们，他压根就没打算卖掉自己的“孩子”。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每思之，不免欷歔，但最好的怀念

莫过于把他的作品集结成册，奉献于世人面前。其实在他生前的 2000

年就曾正式出版过《 王福曾水彩画选集 》，水彩画《 落潮 》也曾编入

1990 — 2000 年中国美术十年断代史《 今日中国美术 》以及学术专著

《 应用美术初步 》和《 水彩静物、风景画法十二讲 》等。但我们兄妹还

是想为父亲出一本完整的画册，使他一生的心血和追求，能继续为他

所挚爱的艺术事业增色添彩。

一生父子缘，回眸尽温暖。点滴成追忆，往事如云烟。父亲，您

生养我们，此情永难忘怀 ！

1988年王福曾先生
与夫人王桂在新疆
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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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隔重洋，叔叔和姑姑打来电话，他们要为已经仙逝四年多的爷

爷出一本完整的画册。听到这个令人欣喜的消息，我不知怎么了，泪

水一下模糊了双眼。模糊中，爷爷的音容笑貌更清晰了，那飘逸的银

发，慈祥的面容，岂止一个干净体面的大画家，他的长相本身就如一

尊汉白玉雕出的艺术品，以致晚辈中无人能及。也害得我苦苦寻觅，

想找一个爷爷般形象的，为之倾诉衷肠。

每个人，尤其是女孩子，总想在长辈柔软的心窝里，一边撒娇，一

边成长。而爷爷的心窝，就是娇宠我的港湾，足够柔软，足够甜蜜，让

我在欢乐中度过了童年。

那时，我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西北师大的家属院里。爷爷是美

术系的教授，他上班的地方一抬眼就是水塔山，山上有好多花草树木。

在我眼里，那是最好玩儿的地方，从师大附小回家，拐个弯儿，就可以

去山上玩一圈。那里草绿花红，沁人心脾，至今还能回味起来。当然，

最惬意的还是揪一朵花儿戴在头上，不怕人看见，当时还没有《 茉莉

花 》中江南女孩儿的那种羞涩，只是淘气罢了，尤其在仗势欺人方面

和《 水浒传 》里的高衙内差不多。比如常去美术系找爷爷，一次遇到

门卫拦着不让进，我就跳着蹦子大声喊爷爷的大名，这种气焰是不是

很嚣张 ？好在爷爷低调，笑哈哈跑出来，把我搂在怀里小声说：“别喊

叫，学生们在上课呢。”别看他低调，遇着过来打招呼的老师，还是会

很得意很自豪地介绍我：“这是我孙女，叫如如。”从此，我再去系里

大家就认识了，不但不阻拦，还会亲切地指指，爷爷在那里。

爷爷对我的娇宠是无条件的。比如给我买了一只乌龟，我只管玩

儿，饲养的事他全包了，包括喂食、换水，就连乌龟患了眼疾，也是他

给点的眼药水。在我出国以后，他还常写信向我报告乌龟的健康状况。

还有，爷爷给我弄来一大缸法国蜗牛，每次上市场，都是他帮我跟菜

贩子要菜叶，每晚也是他在缸上盖上厚厚的玻璃板，以防蜗牛爬出来。

但很快我就对蜗牛失去了兴趣，他却慈悲为怀，仍旧照顾它们，直到

最后一只没了。

还记得有次爷爷带我去买书，买了一大摞，可他拿出一本既无图

也无画的对我说：“这是给你买的，好好学习，将来当学者。”我当时

我慈祥的爷爷

王婧如

长孙女   现居悉尼



就把小嘴撅成了小喇叭，两手一背，就要打道回府，却不知他在逗我，

直到看见他手里还有我喜欢的狼和小羊的书，才喜出望外。

也许是搞艺术的，爷爷的城府好像不深，每有客人来访，他连寒

暄都顾不上，直接拿我显摆，说他孙女唱歌，满校园都听得见。言下

之意，他孙女是歌唱家，因为嗓门大。我当时就说：“嗓门大就能当歌

唱家吗 ？收破烂的也嗓门大，咋没见当歌唱家 ？”爷爷突然发现我会

思辨了，可他依旧“毛病”不改，又对客人说：“看看，我孙女不但唱

歌声音大，脑子也转得快，厉害吧 ？”总之，凡是到我们家来的客人，

凭你是画坛翘楚的大家，还是才高八斗的作家，都必须在他的率领下，

不许溜号地当我的粉丝，就差让我像电影明星那样给人家签名留念

了。有这么惯孩子的吗 ？可这正是一个老人心里的柔软和甜美，谁敢

剥夺 ？ 

在不胜枚举的故事中，最让我好笑的是，他给我买了双塑料凉鞋，

买就买了，可是理由却近乎荒唐，说是穿上塑料凉鞋，就可以毫无顾

忌地玩水啦。天哪，我亲爱的爷爷，我若不穿着塑料凉鞋把师大院里

的污泥浊水都踩上一遍，就是对不起爷爷啦 ？

可是不论怎样娇惯，他对我的影响，还是那种从里到外的文化气。

他会以一个老人的磨叽和精心，把一些画纸的边角料裁成巴掌大小，

然后装订成线装书，用正楷小字写上唐诗。这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

虽远涉重洋，异国他乡，总也带在身上，不时捧读。因为从这本小书

里，能闻到他留下的墨香，也能听到他呼吸的声音。

爷爷的慈祥让我时时处处都能感觉到，他看我，总也端详不够，

直到藏不住的笑意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时，就该拿起画笔给我涂脂抹粉

了。我说：“爷爷，看不见人家正在吃呢，等人家吃完了再画不行吗？”

他却说：“爷爷画的就是馋嘴的小丫丫。”这种爷孙无忌的情景，每每

想起，笑着笑着就哭了。

不该哭，爷爷会心疼的。再说这是叔叔和姑姑忙了一年多，才为

爷爷整理出的一本完整的画册，就要出版了，我应该为爷爷的画作付

梓成书而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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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磨房    240mm× 1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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