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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5月生于温州永嘉，副教授，民革党员。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水彩画家协

会会员，浙江画院研究员，浙江省陆俨少研究会会员，现任职于宁波沙孟海书学院。

2005年6月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获硕士学位。

2013年7月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贾又福山水画创作高级研究班。

创作成果：

2014	 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暨中国美术奖·创作奖、获奖提名作品展			中国美术馆	

	 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中国画作品展			天津美术馆	

	 浙江省第十三届美术作品展			铜奖			浙江美术馆	

	 湖山掩映——	浙江画院30周年			中国美术馆	

	 最前线——	2014浙江省百名知名画家富阳采风写生作品展			富阳市文化中心

	 山花绽放——	浙派名家绘画精品邀请展			宜兴美术馆	

	 融会贯通——	当代70、80后中国画名家学术邀请展			崇川艺术展示中心	

	 壹加艺——	杭州艺术节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		

	 十四个首批开放城市中国画巡回展			宁波美术馆	

	 惠心闲情——	女画家六人展			宁波善水阁	

	 湖石无言——	王葱葱国画小品展			宁波群星展厅

	2013	 苦行探道——	2013中央美术学院贾又福山水画高级研究班毕业展			北京汉方美术馆	

	 京桂艺风邀请展			桂林美术馆	

	 浙江省第三届女书法家作品展	

2012	 彩墨映辉、韵源中华——	宁波中国画港澳联展			香港	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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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维钊奖——	浙江省第六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

2011	 江南新韵——	鄞州美术创作群体进京展			中国美术馆	

	 葱茏山色——	王葱葱水墨画展			宁波鼓楼书画院	

	 浙江省第二届群星视觉艺术大展			铜奖	

2010	 三个女人一台戏——	中国画展			宁波高丽使馆	

	 与春共晤——	甬上国画家迎春展			宁波群星展厅	

2009	 2009年浙江省群星奖			银奖			鄞州图书馆	

	 又见花红——	宁波女画家推介展			宁波群星展厅	

	 两岸四地女书画家作品展			宁波美术馆	

	 2009年宁波市群星奖			创作大奖

2008	 2008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广西博物馆	

	 首届中国山水画艺术双年展			优秀奖（最高奖）			桂林美术馆	

	 时代2008浙江省水彩画作品大展			宁波美术馆	

2007	 宁波、温州小幅精品画展			中国美术馆	

2006	 浙江省书法美术教师中国书画比赛			一等奖

2005	 2005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温州博物馆	

	 2005年宁波水彩画展			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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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川有灵 万象归心

—— 读王葱葱的水墨山水画

张在波

近些年来，随着画坛浮躁之气与功利之风的弥散蔓延，题材复制、风格雷同等现象在中国画

界并不鲜见，甚至出现了“流水线作业”之类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对于当今画家来说，谈情感

投入，谈个性表达，谈艺术追求，似乎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更不要说对传统

的继承和创新。现实社会的种种纷扰、诱惑和画家们精神性的缺失使得中国画坛乱象丛生；作为

中国传统绘画之首的山水画甚至早已处于“失魂落魄”的尴尬、艰难境地，其在近些年的发展中

也仍然基本逃离不出“从众与模仿”的藩篱。[1]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代山水画坛，依然有一批

虔诚的画家怀揣着一颗对艺术和自然山水的赤诚之心，精研传统，又深入自然、深入生活，以我

之笔墨写我之精神，抒我之性灵，为山水画的现代化转型作出了一些值得肯定的探索和尝试。青

年女画家王葱葱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读王葱葱的水墨山水画，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她的笔下既没有高耸跌宕、纵横开

阖的奇峰异岭和险象横生的绝壁断崖，也没有幽寂玄僻的旷谷奇峡和奔流湍急的高崖飞瀑，甚至

连古香古色、飞檐斗角的的亭台楼榭和苍劲盘曲的老树虬枝也并不多见，而更多的则是江南的青

山绿水、田野村落和都市园林。她以我们司空见惯的平凡景致营造出一个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

是山水世界和温婉含蓄、恬静淡然而又灵动秀逸的诗意境界。在她的画中，即使是一簇草木、一

溪流水、一座石桥、一处民居都描绘得活灵活现、有滋有味，画笔所至无不蕴含着鲜活的生命张

力；画面清新灵动、简淡雅洁，又不失苍润秀郁、浑朴厚重，既充盈着传统山水画的笔墨风神，

又洋溢着浓郁的当代生活气息和当代审美趣味。

从王葱葱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坚实的笔墨功底和对传统山水画精神的深入理解。她重

视对传统山水画名家经典的临习，尤其注重其一笔一墨中所传达出的山水神韵和精神气度，得范

宽之浑朴厚重、董巨之平淡天真、黄公望之雄秀苍茫，王蒙之秀润深郁、龚贤之苍润	沉秀，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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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诸家中广泛汲取营养。这为其山水画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当面对一处风景时，她

总能将其描绘得生动自然，其作品中的用笔用墨总是渗透着传统文化的神韵。

作品所传达出的现场感是王葱葱山水画艺术重要的追求目标，因此，她一直将写生视为其山

水画创作的生命源泉。王葱葱深知“艺术源于生活”并非说说这么简单，也深知“师古人不如师

造化”的道理，为此，她利用一切机会和业余时间，冒着严寒酷暑云游名山大川，体悟大自然的

造化神功，背着画夹深入到山间、郊区写生，以此透悟山水性情，积蓄创作灵感。对于一位女性

画家而言，这种辛劳和勤奋实在让人敬佩。当然，她的辛劳在她的艺术创作中得到了回报。我们

看到，她笔下的山川草木蓬勃的生命力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无不是其多年来坚持不懈写生训练的结

晶；其自然巧妙的取景方式和对大场景的掌控、表现能力也得益于此。

“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2]	师法古人与自然造化是艺术创

作的基础，而画家艺术风格面貌的形成更赖于精妙的笔墨语言、神奇的自然造化与画家自我心灵

的融汇。正如著名画家卢禹舜先生所言：“通过‘师古人’，可以继承和吸收前人优秀的传统，

奠定自己渊实的笔墨基础；通过‘师造化’，可以感受天地生机、宇宙妙化、荡涤心胸，通过

‘师己心’，可以抒写性灵、发挥个性，创造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3]	王葱葱极为重视并在其

山水画创作中踏踏实实地践行着从“师古人“、”师造化”到“师己心”这样一条艺术创作的基

本规律，在“师古人”与“师造化”的过程中将传统笔墨语言与自然景致在心中陶冶、熔铸为个

性化的艺术语言和精神图式。

在处处充满诱惑和纷扰的当今社会，作为一位青年画家，王葱葱最为可贵的是有一颗平

静、从容的心。她热爱绘画，视绘画为其存在的方式，甚至是生命的全部，又“以画为乐”，

认为“画画仅是一件好玩的事”；她对传统绘画中古人精妙的笔墨语言和精湛的写实技法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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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十分重视传统经典的临习和其一笔一墨中所蕴含的山水神韵和精神气度，“一笔一墨未敢

有半点懈怠”，甚至一直将书法作为每天的必修课，但又认为“不要太把水墨当一回事”；她强

调作品的现场感，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外出采风、写生，却又从不甘心做自然的奴隶。因此，在她

的作品中，一笔一墨都渗透着传统笔墨的韵味和风神，但我们又断然道不清出自哪家；其笔下的

风景处处似曾相识但又不知原自何处，我们只能清晰地感觉到每一株草木、一涧溪流、一片土石

都触动着观者的灵魂，让人倍感亲切，如身临其境，陶醉其间。

“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趋灵”。[4]	圣人无心已含道，贤者有心

而求道。画家只有以清澈澄明的心胸和超然功利之外的心态体悟生活、体悟世间万物的情致意蕴

与自然、生命之“道”，达到物我两忘、“乘物以游心”的超然境界，惟其如此，其笔下的山水

才能达到“质有而趋灵”的境界。我们且不敢说王葱葱和她的绘画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但她

确实在矢志不渝地朝着这个方向一直努力着。

	 	 	 	

	 	 	 	 	 							《中国水彩》杂志责任编辑				青年批评家						张在波	

	 	 	 	 	 	 	 	 	 					2014年3月12日

[1] 参见彭德《失魂落魄——20世纪山水画评议》（《荣宝斋》2006年第3期）。彭德认为，除为数不多的杰

作外，20世纪中国山水画“不是政治的摆设，就是政治的附庸”，既与当代文化主潮无关，又没有继承中国传统；

不但缺乏细想的厚度，而且其艺术见解只是停留在“见与儿童邻”的水平。彭德的言论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从

众、模仿和传统文化精神的缺失的确是20世纪以来至今中国山水画的最大的问题。

[2] 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序》。

[3] 卢禹舜《也谈师古人、师造化、师己心——写在何海霞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载于《何海霞纪念文

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4] 南朝·宗炳《画山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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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葱葱山水画赏析

赵    秦

王葱葱是位年轻的女画家。但看她的山水画作品，除了女性特有的“娟秀、闲适、细致”等

风格倾向以外，还透出很多女画家不具备的一种开阔胸襟和高远眼界。

山水画作为古老的东方艺术门类，发展至今，已然是一个开放的审美系统。不论宋元，还是

明清，不论宫廷画还是文人画，都平等地环列在我们面前，成为现代人可以冷静审视或者热烈拥

抱的对象。画家似乎不必再“高瞻远瞩”地探寻一条代表“时代大潮”的所谓“正道”，而可以

放下包袱，脱开惶惑，倾听内心，顺乎本意，按照自己最喜爱的方法和路数去表达内心最想抒发

的精神内容，你可以放手尝试实验水墨，也可以纯粹的古典面貌示人，故而当今也是各种个性风

格爆发的时代，异彩纷呈目不暇接。

王葱葱对这种“春秋战国”的格局其实有清楚的认知。她的作品没有表现出一点惶惑犹疑，

反而充满了对自己艺术道路的自信和坚定，从容舒展地描绘着她想要表现的内容。从本质上说，

这不正是一种纯粹本色的创作状态么！王葱葱是江南美女，早时学画也是在浙江，而后来却北上

京师求学，更进入气贯长虹的贾又福门下，我不知这种反差是她无心而成还是刻意所求，总之这

给她的绘画艺术带来深远影响。

中国艺术向来地域特色鲜明，山水画尤其如此，荆关不同于董巨，贾又福大异傅抱石，首先

就是地域和描绘对象的不同，然后才是观察思维方式及表现手法的不同。北雄南秀，北皴南线，

央美浙美，差异客观存在。但近几十年来，经济大发展，全球一体化，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变得

简短便捷，地域风格差别有消弭的趋势，甘肃人会画得很湿润，苏杭人也能画得很干涩，题材对

象更加天马空中，远不限于家门口的几座山几株树了。王葱葱去北方学画，一定有她的考虑，而

从她现在的作品来看，画法上的确既有南方人特有的灵秀松活，山石树木却不失北方人崇尚的厚

重坚实。她喜欢用比较精利的笔锋稳稳地刻画出物象的轮廓和结构，再以松活的笔触松透地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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皴擦，最后稍加点染和敷色，并不使用一般常用的层层积厚的墨法。但在具体物象的描绘上用笔

十分精致严苛，所以她的画显得既空灵通透又形体结实。

贾又福工作室在教学内容上很扎实严谨，却从不限制学员的个性风格和笔墨路数，只是让学

员掌握支撑绘画艺术的最核心的也是最高层的审美哲学规律。王葱葱对此甚为领悟，所以她不会

像有的画家到了北京求学后反而迷茫而失却自我，画得还不如原来的好。她善于把学到的规律性

的东西紧紧结合自己既有的艺术道路并充实之，迅速使自己的山水画提上新的层次。

王葱葱对大自然充满好奇和热爱，这是她画画的原动力。她能始终把握临习古代经典和自然

写生相结合的学习之道，故而她的山水画既有深厚的传统源流和根基，又给人以真实山水的亲切

之感。如果只知临古，画面会迂腐僵化，只看重自然生活，又易落粗俗浅易。她经常在山水、树

林、宫观、村落间细心体味，寻找并抓住那个最令自己感动的一幕意象，提炼升华，再调运合适

的、熟练的笔墨语言去尽可能地表达出来，落实在可感知的平面分割上，这是正确的有效的创作

思维过程。遇到笔墨难处，她会回到传统向前人求教，这又是十分聪明的学习方法了。

王葱葱的山水画，气象纯净蕴藉，充满了善的信息，态度从容优雅，散发着美的神采。用笔

起止得法，跌宕有致，用墨透明渲淡，烘染性状。当紧处一丝不苟，当松处点到为止，显现出画

家高超的笔墨技巧和画面驾驭能力。王葱葱兴趣广泛，思维活跃，画的题材也丰富多样。我认为

兼具“秀”与“雄”特质的她，其山水画艺术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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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喜欢苏东坡的诗词了。每次细细读来，总是被极强的画面感所透出的情思所感动：

豪放中有无奈，柔情中有伤感。情思酿成文思，文思转成画思，当周遭的事物皆有情语时，必然

要寻求一种方式去表达，于是用笔墨将之书写就变得顺理成章。人到一定的年龄，难免会遇见些

难忘的人，经历些奇怪的事，心境变化、感悟渐增已成必然。虽说人生如隙中驹、石中火，梦中

身，为欢又能几何？我选择的是一条至真至难、苦中作乐的放浪山水之路。

按照我之理解，至真包含着两个方面，我之“真”与物之“真”。我之“真”为艺术家的真

性情与人品。人品强调的是人的整体修养，即人的品格、个性、气质、才情。郭若虚说，“人品

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物之“真”指景物所呈现出本真的

精神状态，物我相融，天人合一。艺术家敏感的内心如一张感光的底片，主动捕捉着四时景致，

并留下浓淡不一之心迹，所谓春山如笑、夏山如滴、秋山如妆、冬山如睡，即此谓也。而艺术创

作正是以我之“真”，去观察与体味物之“真”，让大千世界中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皆着我之

色彩，渗透我之呼吸，再以形而下之笔墨徐徐出之，创作过程的个中滋味，真是甘苦自知。

万物静观皆自得，葆有一颗澄怀观道的静心是艺术创作的前提与基础。在充满物质诱惑、娱

乐至死的年代，要始终葆有一份澹泊的心境实属不易，其难度系数远超古人在农耕时代的心斋与

坐忘。无论是松荫坐永日，心与云俱闲，还是清坐契心赏，白云时入来，这些场景对古人似乎都

是可以平常心视之的赏心乐事，而对于今日画人，那一份“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极静极虚之心又

有几人能做呢？

2013年在中央美院贾又福山水创作班的学习，注定是艰辛而有收获的一年。春寒时节，从北

京出发，经河南安阳到石板岩写生，期间遭遇了太行山区十年不遇的四月飞雪，着瑟瑟春装却体

验到了快雪初晴时的冷峭。五月，与友人一路向西，挤着无座的火车，前往山西吕梁地区去感受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王葱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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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抹微云

7

黄土高坡的荒疏。碛口附近的李家山景致，让我流连忘返。数日后，又马不停蹄来到陕西省榆林

市麻黄梁，连绵的山体与土坡，像极了《千里江山图》中山体的图式与色彩，让人不得不感叹于

造化之神奇和古人精湛的写实技法与无畏的创作精神。

无论是大幅创作还是写生小品，苦心经营，皆是心香一瓣。画面视觉形式语言、笔墨技术的

文化品位、整体气韵与意境都是我费心斟酌的对象。以我观物，以物反睹自我，扬风绿林，激涧

白水，知还倦鸟，无心之云⋯⋯寻常的景致里也透露出了诗意。

我深知艺无止境，在每日的展素拈毫、掬山揽水中，一笔一墨未敢有丝毫懈怠。艺境无涯，

当勤精进，我如同蜗行一般，缓慢而执著地向前，此一过程，真可谓痛并快乐着。

有时又想，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真到那时，不知更作何

想？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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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走，向西走

2012年9月，一路向北，投贾又福先生

门下。石法、墨法、画面处理、审美规律皆

吾学重点，厚积薄发为吾所愿。

2013年4月，一路向西，随行随记，经

安阳石板岩、碛口李家山，至榆林麻黄梁，

感受与南方景致完全不同的美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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