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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当 “中国画”这个概念开始向“水墨”漂移，水墨问题便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现代转型的论争中心，便成为

学术界和艺术家探讨民族文化身份、寻找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等问题的一个争论焦点。此次展览展示了 10 位水墨

画家不知疲倦地在水墨领域东征西讨、保持“在路上”的行者状态，展览从具体的艺术家的水墨作品本身出发，

呈现了当代中国画家的艺术探索历程，这将有利于探讨水墨画的当代文化意义，并对水墨画将来的发展能提供宝

贵的借鉴。这便是此次展览目的和意义所在。

　　此次提名的 10 位画家，由于他们所处的地域环境不同，各人的性情、才情不同，各自的艺术追求不同，使

得此次展出作品“和而不同”，呈现出多元而非一律的品格。就人物画而言，王涛老师的人物画，将学院派扎实

的造型、传统文人画深厚的笔墨修养与他诗人般的浪漫气质完美结合起来，作品耐读、耐品；杨国新老师的作品

以神写形，尤善表现饮食男女的精神状态；何士扬老师的白描高士，悠游于古典人物的美好，遥接着古人的生活

况味；就花鸟画而言，谢天赐老师的大写意花鸟，实入虚出，将传统意蕴与现代构成意识相糅合；丁寺钟老师的

作品强化黑白对比，追求水墨华滋的艺术境界；就山水画而言，童乃寿老师的山水大实大虚，借笔墨写黄山之神

奇变幻；朱松发老师的焦墨山水强化笔墨的抽象性，注重视觉上的现代感；张伟平老师则承继宋元，在讲究格法、

程式的同时寻求突破；陈飞翔深入传统注重写生，整合重组传统元素写山水意象；王平的山水以书入画，呈现出

追求笔墨拓展的特点。

　　我们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画走上了大众化与现代化的探索之路。

其中有一根发展主线，就是由传统文人画向画人文转变。从那时开始，一些接受了现代教育成长起来的中国画家，

将中国画与现实主义、与现代艺术等多种艺术思潮相结合，创造出很多新的且富有个性的创作形态，衍生出丰富

而多样的艺术表现样式。以水墨为材料的中国画，从概念来说，事实上已很难概括这样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于是，

衍生出水墨画、现代水墨画和以水墨为媒介的非架上艺术等概念。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艺术家围绕着水墨，

更加广泛地拓展水墨多种表现的可能性，呈现出多元并存、探索深入、互动并进的局面，其中有坚守文人画阵地

的画家，也有关注历史、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类型的中国画家，还有倾心乡土风情的画家，等等。画家个体基于

个人气质、艺术爱好等而选择了不同的创作道路，他们的作品虽然同属中国画范畴，但他们中的有些创作方式适

合于创作在美术馆展出的作品，而有些创作方法适合画一些在书斋展玩的作品，不同的创作方式下的作品有不同

的欣赏空间，如今，我们很难再以传统文人画或现实主义之类的单一标准来衡量这样多样的表现样式。我们要做

的是，正视这些创作形态之间的或微妙或显著的差异，尊重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性，在更多的展览和研讨中，

把水墨画艺术推向更广阔的天地。对我们而言，水墨作为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它不应该拘泥于名实之争，

关键是能奉献更多更好的作品，而如何排除干扰，以确保水墨艺术的健康发展成为当前一项迫切和艰巨的工作。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秋风送爽的金秋，来自京、浙、粤的同行来到巢湖之畔，以画会友，安徽书

画界不亦乐乎？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安徽是个地灵人杰的地方，相信此次京、浙、粤的画家朋友远足前来交游，

定会不虚此行。

　　是为序。

                                                    　  王平

          　2013 年 10 月 7 日于丝绸之路考察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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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乃寿

　　生于 1941 年，安徽巢湖人。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安徽省合肥市书画院

专职画家、安徽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岭南国画研究院导师、岭南书画

院副院长、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国韵文华书画院常务理事，并长期

担任合肥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自幼爱好研习绘画，其创作的作品题材多样，山水、花鸟、书法无

一不精，特别是以黄山为题材创作的艺术作品倍受社会赞赏。他的山水

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致力于传统技法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坚持深

入生活进行写生创作 , 终于形成了笔墨老辣、奔放、厚重的风格。其长

于用水，以水运墨，以墨托水 , 完美地将黄山烟云变幻之万象一一形之

于笔下。作品多次作为政府礼品赠送外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为国家

和省、市政府重要会议场所创作巨幅国画作品。其个人艺术作品先后在

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展出、出版和介绍，并被艺术机构收藏。

　　1993 年创作巨幅作品《黄山烟云》参加“中国首届山水画展”，

1994 年被中国美协邀请赴纽约展出并被收藏，1994 年创作的《黄山

烟云》、2002 年创作的《登黄山偶感》国画作品经中国美协和国务院

办公厅推荐给中南海紫光阁收藏，并被遴选载入《中南海紫光阁藏画集》。

其个人艺术作品、论文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安徽日报》、《文

汇报》、《美术》、《国画家》、《美术报》等报纸期刊，2010 年安

徽电视台《天下安徽人》栏目组摄制专题片《山水画家童乃寿》上、下

集播出。出版有《中国当代名家画集——童乃寿》（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童乃寿》（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大匠

之门——童乃寿写意山水精选》、《中国美术家大系——童乃寿》（北

京工艺美术出版社）等多本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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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烟云览胜　童乃寿

徽州古地，风景秀美，人杰地灵。自然山川与徽州文化的灵毓

深厚，孕育出了徽州众多的文化艺术大家。明清之际的“新安画派”

所参与者即多是徽州人士。他们运用自家笔墨，壮写家山，抒情寄意，

表达着自然造物的灵妙与心灵的高标。而在徽州大地上，所谓天造

地设的灵奇之冠，则不能不推黄山了。黄山自古以奇峰云海，松涛

飞瀑闻名宇内，而变幻神奇的自然景观也滋养着众多的以表现黄山

风貌为主要题材的艺术家。童乃寿的作品，即是这万般灵秀淘染孕

养出的代表。

在童乃寿的笔下，黄山不仅展现了它原有的姿态，那风云变幻，

古树奇峰所呈现出来的造化之美，被他的一支画笔变化为绢素之上

的一幅幅清虚幻境。更为关键的一点是，童乃寿所借由表现的黄山

的整体外在形貌与特色，乃是他深入生活，陶冶锤炼之后的心中景

象。在他的画中，那些形态丰富的自然肌理植被特点，以及它们所

生发出的风骨气象，都被画家的艺术之心所体悟感知。当人们流连

于这一派妙境的时候，相信那些有过黄山游览经历的人都能由衷地

在心中发一声赞叹：这不正是我当年在黄山之巅所感受到的自然奇

观吗？而同时，或许我们又会生出另一个疑问，这画面却又为何比

我曾亲眼见到的黄山更为美妙神奇呢？这种审美心灵的被唤醒和不

断追问，正是艺术创造所超越于自然景观的优势所在，也正是在这

种优势当中，画家童乃寿笔下所呈现的黄山和他自己的艺术心灵也

一道被赏画人的心灵唤醒。

明释弘眉辑《黄山志》中，有《画苑序》云：“唯黄山高峰攫

空，千万攒簇；飞流窐壁，到处潭涧；转布换形，顷刻百变。总图难，

散图亦非易。”黄山的变化万端，是它最为引人入胜的地方。历代画家，

描摹黄山者众多，清初四僧的石涛、渐江，其他如梅清、戴本孝等，

近世则有黄宾虹、刘海粟、赖少其等。而细细品味起来，以上各家

笔下的黄山各有风致，如果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黄山作品陈列一处，

那也足可以称得上是蔚为大观了。

就清世诸家比较看来，渐江的画面简洁而孤高，干笔勾斫所表

现出的强烈的主观意识代表着传统绘画当中因景造景的山水画创作

的独有法门；石涛画黄山则潇洒浑脱，略无依傍，时而水墨淋漓，

时而勾勒皴擦，点染间，充斥着石涛对画面图式的悉心经营与锤炼；

梅清所作，奇思妙悟瑰伟多姿，他的画面是浪漫的，是热情而充满

韵致的；戴本孝则苍老厚拙，浑朴不雕。

当我们梳理起历代的黄山图画，心目中对童乃寿的黄山作品就

愈发看得清晰和透彻了。他的作品，不同于清季的奇肆古雅，而与

近世名家相比，不同于黄宾虹的层层深厚、堆积点染，亦不同于刘

海粟的大笔泼洒、烟嶂淋漓，更不同于赖少其那种焦墨重色、突兀

奇崛。童乃寿所作的黄山，更展现出一种与现实景致的关联与亲和，

那是画家内心深处的一种潜在距离。作为自然景色的黄山风物，在

童乃寿的画面上游离于自然与心灵的两极之间；而作为艺术作品的

黄山画作，又游离于传统程式和近世名家的笔墨规范与画家自家心

性审美的两极之间，恰恰正是这样的游离，使得童乃寿的黄山作品

脱胎于自然造物与古典范畴，而成为源于心灵而又指向当代的黄山

画作的代表。作为自然资源，黄山提供给人们无限的变幻莫测的自

然之美，而作为一种艺术的符号与象征，同时它也孕育滋养着那些

对黄山之美情有独钟的艺术家。古人所谓得“江山之助”，童乃寿

笔下的黄山即是最好的证明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非单美术家一类，在不同的领域内，有

些问题也是同一的。画家的不同，他们在表现相同或近似的题材时，

画出不同甚至全然相反的作品，这是容易被人们理解的。但同时还

有一种情况是，具体的一位画家，在表现相同或近似的题材时，也

一样会创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作品来。笔者一直以为，艺术创作的

价值，即在于此——这种不断探索与创造的过程当中。这种探索不

光只针对自然界或客观事物，同时也针对自身的主观世界，而创造，

则体现着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周而复始，新陈代谢，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如同童乃寿所创作的黄山日出，一幅幅一件

件，有大笔如椽、山簇云涌的大景，有片纸尺素、逸兴草草的小幅。

画家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在这里交织成一曲笔墨与色彩

的交响。我想，这即是画家进行创作的伟大之处。而将瞬息变幻的

自然景象定格于画面之上，使原本没有生命的自然之物呈现出一种

蓬勃的生命活力，使之成为一种永恒的美，这更是造物主赐予艺术

家最神圣和崇高的使命了。

童乃寿生长于安徽这片土地，他尽得这片土地的灵秀之气。几

十年间，他的足迹走过祖国的山山水水，但他最钟情热爱的还是自

家的黄山。他手书的石涛联语：“漫将一砚梨花雨，泼湿几段黄山云”，

这应是童乃寿与笔墨有缘，更与黄山有情的最好写照。

（冯远：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历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美

术馆馆长。)

——童乃寿山水画观感
冯　远

笔墨缘  黄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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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涛　童乃寿

翠谷涛岚　童乃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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黟山松风　童乃寿

朱松发

　　生于 1942 年，安徽黄山紫云村人。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

术师，现供职于安徽省书画院。1993 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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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松发

　　生于 1942 年，安徽黄山紫云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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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谁同乐　朱松发

在 2005 年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上，朱松

发的一幅名为《与谁同乐：白石、青松、我》的作品，引起了人们

的广泛关注。这幅山水画，一反传统文人山水画淡雅柔逸的审美趣

味和描头画脚，陈陈相因的习惯性思维，全用焦墨作出，豪迈粗犷、

霸悍雄沉，其钢筋铁骨的风貌和力能扛鼎的气势，以及大黑大白的

强烈对比，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阳刚之气，彰显出惊世骇俗的极则

之美，给人以巨大的心灵震撼和视觉冲击，一举在众多优秀作品中

夺得了“最佳作品奖”。2007 年他的另一幅焦墨作品《九华山居图》

经中国美术馆评鉴委员会研究决定，作为馆藏品收藏。朱松发是一

位有着独立艺术个性和强烈个人风貌的山水画大家。其山水画作品

大气磅礴、老辣苍劲，有着极强的抒情性、写意性和冲击力，在当

今群雄逐鹿、风云际会的画坛上另辟蹊径、自树风标，被学术界视

为开中国画一代“水墨雄风”的成功范本。

严格地说，纯用焦墨作画，包括作山水画古亦有之，并非是朱

松发的凭空臆造。如有论者指出，在朱松发的前辈乡贤新安诸子中

便有这样的例子，其中垢道人程邃即是一个典型。但程邃的画在内

在精神上是柔性的，而朱松发笔下的焦墨山水在内在精神上却是刚

性的，与程邃的画有着本质的区别。此外，在当代的山水画坛上有

一些画家如张仃、崔振宽等也是以焦墨作山水画，且都成绩卓著，

但朱松发与他们相比也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朱松

发较之他们用墨更恣肆、更淋漓，用笔更浑沦、更霸悍，因此也更

具有冲击力和爆发力。

对于朱松发近年来所致力的这种纯以焦墨来写山水真骨的新的

绘画风格，可以从精神和形态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朱松发焦墨的山水画的精神层面。

朱松发纯以焦墨作出的山水画阳刚大气，体现出一种力能扛鼎

的极则之美。这种极则之美，与传统中国画所崇尚的以淡雅柔逸为

依归的中和之美，有着本质的区别。朱松发一扫昔日文人山水画的

纤弱柔靡和陈陈相因，体现出一种喷涌式的情感宣泄和横扫千军如

卷席式的灵感爆发，给人以荡气回肠的力量感和悲壮感。我们知道，

根据中国画的评判标准，衡量一幅作品的优劣，最重要的是看其是

否能够做到“气韵生动”。然而“气”与“韵”各有一义，若不嫌

偏颇似乎可以这样理解：气，主要指的是力和势；而韵，则主要指

的是情和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气和韵在态势上是相悖的，

而在效果上却是互补的，故而对于气韵兼得的企盼，历来是画家们

的最高追求。不过多少有些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淡泊无为的精神所致，传统的中国画，尤其是文人山水画大多有韵

而无气，韵多而气少，这在明清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可是朱松发

的山水画却是以气取胜的，其气盛神旺、粗豪郁勃的格调和老辣苍健、

振笔直遂的笔力，与传统文人山水画的纤弱柔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朱松发近年来所创作的这种纯焦墨山水，可谓下笔时似夹雷霆万钧

之力，落墨处常具惊心动魄之奇，称其是灵魂的呐喊和生命的变奏，

实不为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朱松发的这种纯焦墨山水虽然是

以气取胜或者说是偏重于气的，然而却并未放弃对于“韵”的追求

和致力，而是将“韵”，包括情趣、意境、品味和美感等等，包含

于对“气”的宣泄之中，使“气”和“韵”二者浑化无迹地融为一体，

从而实现了既与传统文人山水画的有韵而无气、韵多而气少拉开了

距离，又与当下某些山水画的一味剑拔弩张、使气逞强划清了界线。

其次，我们再来看朱松发焦墨山水画的形态体格。

朱松发的焦墨山水画气盛神旺，在精神上具有一种解衣般礴的

洒脱和激越奔放的活力，这一点毫无疑义。然而，对于一位绘画的

创作者来说，仅仅拥有精神还是不够的，因为精神需要物质来承载，

或者说需要形态来体现，否则只能是徒托空言。而朱松发焦墨山水

画中的那种高昂、饱满、郁勃、旺盛的生命之气，也正是通过其独

特的形态体格，包括语言、技法和图式等可视性外壳来彰显的。朱

松发焦墨山水画形态体格上的特点，最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传统的山水画，以皴法作为其程式法则的核心。而朱松发

的焦墨山水画，却完全打破了传统山水画的这种既定程式，无论是

山石林木、茅屋板桥、层峦叠嶂、危崖陡壑，一律全都用狂草写出，

粗犷霸悍、纵心所欲、无坚不摧，其目的最主要的不在于表现这些

物象的形态，而是在于表现山川造化的精神和风骨。因此，在朱松

发的这些焦墨山水中不但有着极强的书写性，而且有着厚重的金石

味和雕塑感。这种书写性、金石味和雕塑感，既筑基于中国画的文

化和艺术本质，又是对传统中国画程式法则的革命性的解构和重构。

就当代中国画的体格转型而言，这种解构和重构，具有不容低估的

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

二、朱松发的焦墨山水画在色调上对比强烈，摒弃了中间色调

的过渡，强化了大黑大白的直接碰撞，单纯、概括，充满了力量、

速度、节奏和变化。一方面在外在观感上，不无徽派版画和芜湖铁

画的视觉效果；而另一方面在绘画的理念上，又有着令人振奋的现

代意识和抽象表现主义意味。落墨沉雄，下笔果断，不论提按顿挫、

飞白转折，皆有一股子“狠”劲。这种“狠”劲，需要有大功力、

大气魄，非力能扛鼎者断不可为。因此我们看朱松发的焦墨山水画，

往往是越大越精彩，越大越有气势，这显然与他个人的性格、气质

和美学追求不无关系。

总之，朱松发的山水画，尤其是焦墨山水画中所具有的阳刚之

气和极则之美，乃画家人格的体现和精神折射。清人邵梅臣尝谓：“大

写画必得范中立（范宽）之豁达大度，始能精气完固，气魄雄浑”。（《画

耕偶录》）朱松发的山水画尤其是焦墨山水画大气磅礴，摄魂夺魄，

诚堪当此论。

——朱松发焦墨山水画散论
曹玉林

灵魂的呐喊和生命的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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