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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康歌有篇论及“中国绘画与儒家思想”的文章，用了不小的段句评述倪云林，此显然

不单是为文而文，应是心仪所至之笔下自然流露。康歌的山水画的确透着浓浓的元人气息，不

啻是倪云林，黄公望、吴镇等家的影子皆可见到。

董其昌曾云：“云林画虽寂寥小景，自有烟霞之色，非画家者流纵横俗状也”。看来，董

其昌对倪云林也相当推崇，当然，其上溯董源、巨然等家所得更多。因而，倪之于董，无非源

流，而董之于倪，何止青蓝。康歌的山水透出的信息既由元而宋，更由元而明。这里，古人的

传承关系她谙熟心中、籍于笔下，而她的墨法为主、柔中见骨、淡雅流韵、萧散清逸的品味，

更多董其昌的感觉。

如“书，心画也”（杨雄）一样，画也心画。康歌山水的疏淡和雅逸正是其心迹的自然显

现。康歌有一个完整温馨的家，而女主人免不了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康歌又是一个有公职的专

业画家，也免不了单位的种种繁务，但她都能很好地处理。因为她淡泊，无名利之心、无非分

之想；因为她宁静，无浮躁之气、无急功之意。这在年轻画家中是很难得的。因而，她的画才

有可能放松笔墨，接受自然，才有可能心去俗虑，意与古会。

画到平淡是一种难能的格调，前人画品便有“平淡天真”形容“逸品”之说。康歌的画好

像从来就与烟火气无缘，这与她的秉赋、性情不无关系，更是她长期修养、积淀的结果。

康歌爱读书，爱学习，学古人，也学今人。她有选择地交友，很虚心地听取意见。因而，

她的眼界很开阔，从不固步。因而，她的画古意盎然，又个性鲜明。那似淡而蕴、似平而奇的

画境很耐人咀嚼。这种境界的提升，近几年尤为明晰。

康歌此集的作品，除纸本山水外，收入了绘瓷等其他类作品，有青花山水、东巴图腾等，

其中的“绘瓷水洗”应是借鉴了顾恺之的《洛神赋》。还收入了一些瑞兽和花果小品，从徽派

木雕、石雕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这批作品的用墨、设色、造形、构图多有奇趣，又不失浓郁的

传统品格。而这种对民间艺术元素的介入和探索，拓展了康歌的绘画空间，丰富了她的绘画语

言，在文人画之外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她说，“我对中国古老民间文化，心存一种敬仰和喜爱”，“对古人之浪漫情怀非常崇尚”，“我

是在用笔墨向先贤致敬”…… 因而“虽是画着玩的，但挺开心”。这就是前边提及的她的秉赋、

性情，她的修养、积淀以及由此铸就的她与当前很多年轻画家不同的情怀。

愿她一直这样“玩”下去，“玩”得愈见奇蕴，愈见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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