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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展示画家的书法成就，由《中国艺术报道》编辑部、

《艺术视野》编辑部、京华美术馆、艺报网主办，北京艺报国

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当代画家中书法家系列活动”在

2013年12月落下帷幕。通过读者和网民推荐，理论家、策展人

和艺术经纪人提名，艺术家自荐等形式将相关材料或电子邮件

寄发到组委会，由组委会聘请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进行统一

评定。最终推选出当代人物画家中15位书法家、当代山水画家

中15位书法家、当代花鸟画家中15位书法家。通过此次活动，

呈现了当下艺术家对书画同源的理解与把握，同时也作为进一

步深入思考书画相关性的切入点，给当代艺术界提供了有效参

照。呼唤当代的艺术家们加强综合素养，提高综合素质，希望

借此对当下从事书画研究的艺术工作者们起到一个引导作用。

在中国书法与绘画史上，自古以来就有着“书画同源”之

说法。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与国画在

中华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相互影响、发展，历代名家大师

辈出，经典纷呈。书法与绘画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形成了相

对一致的笔墨审美追求。

书画同源的观点在当代中国书画创作中仍然具有重要的

影响，是中国美术形式的重要审美标准之一。书法与绘画的同

根性，在表现形式上，尤其是在笔墨运用上都有着相同的规律

性。书画相融，使得笔墨不再只是一种技能，更成为一种独具

特色的人文精神。书画具有相同的审美观，抽象，深沉，笔墨

的力度、韵律、拙重，以及无限的造型能力和宽阔的韵域。

因为书法国画两者之间虽异体但同质，两者之间的表现

艺术、审美等许多因素都是一脉相通的。中国画在画面上所表

现的形式，最重要的就是点与线。而国画的线条本来就具有书

法艺术的抒情性，书法用笔可以说就是中国画造型的语言，它

能时时体现出书法线条中的结构美与意境美。书法和国画也都

讲求计白当黑，虚实相生。国画的重墨和淡墨表现出了虚实关

系；而书法作品章法偏重于实，表现出了笔道雄厚。

书法注重气势之美、意态之美、韵律之美，就像一种抽象

派艺术；而绘画是充分运用了书法这种抽象手段，使得中国画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为“当代画家中书法家系列活动”而作
文 /“当代画家中书法家系列活动”组委会

当代人物画家中15位书法家
（以年龄为序，排名不分先后）

郝凤先 李知宝 柯和根 郭东健 王新伦

郑军里 朱兴华 王家训 罗  江 宫建华

王辅民 李  翔 张永海 贺丹晨 张立奎

当代山水画家中15位书法家
（以年龄为序，排名不分先后）

吕云所 张  松 胡宝利 郭正英 王慧智

张  杰 郑山麓 王树清 丁  杰 孙小东

毛雪峰 刘廷龙 林  峤 董希源 吕大江

当代花鸟画家中15位书法家
（以年龄为序，排名不分先后）

王梦龙 刘胜平 公丕炎 王中一 海  天

孙建东 管建军 马新林 梅忠智 上官超英

洪  亮 刘敏健 王来文 程东富 马青原

 说明：由《中国艺术报道》编辑部、《艺术视野》编辑

部、京华美术馆、艺报网主办，北京艺报国际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承办的“当代画家中书法家系列活动”在 2013 年 12 月

落下帷幕。通过读者和网民推荐，理论家、策展人和艺术经

纪人提名，艺术家自荐等形式将相关材料或电子邮件寄发到

组委会，由组委会聘请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进行统一评定。

最终推选出当代人物画家中 15 位书法家、当代山水画家中 15

位书法家、当代花鸟画家中 15 位书法家。

本身带上了强烈的书法趣味，画中的线条、墨韵，处处都透露

着抽象之美，它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书法的用笔是中国画绘

画的手段，离开它中国画无法独自存在，因此书法家的感悟直

接影响着画家，书论正是画家用笔的基本法则。即使不看整体画

面，单独欣赏笔画和点块，都让人觉得心旷神怡、美轮美奂。

重新认识书法和中国画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以书入

画”和“以画入书”，不仅可以丰富书画展览的观赏性，而且

能对摒除现今书画界浮躁之风有所助益，这也是关系到重新确

立中国文化身份的重要问题。纵观历史上的大画家，其书法肯

定也是开宗立派的，否则其画本身也要大打折扣，赵之谦、吴

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陆俨少等，无一例外。李可染、董寿

平、何海霞，既是有代表性的大画家，而他们的书法，也别开

生面。

“书画同源”是我国艺术观念中非常重要的概念，现今我

们应该在书法界和绘画界重新考量这个概念，不仅从史学角度

进行评析，也要在书画创作中重新领会“书画同源”的精神，

将书法的“道”与“技”真正运用到绘画创作中。从“以书入

画”的角度，提出画家们要重视书法因素在自己的创作中的重

要性，同时也希望书法家们能够将中国画笔墨线条的审美概念

加入到书法的创作中去，在自己的创作中都能体现“书画同

源”的核心精神。这次推选出45位当代画家中书法家，他们直

追晋唐宋元一路，又以深厚文化底蕴为基础，学古汲今，古为

今用。他们的作品中画面不仅讲究传统的传移摹写、经营位置

等，更注重生活面貌和精神表达，所以“书画同源”此论在他

们的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

书法与绘画，同质而异体也。自然，不仅是书画家们匠

心的依据和创造的源泉，笔墨不仅是一种技能，更是精神的载

体。中国书画除了笔墨技巧层面以外，还有精神层面的关系，

书如其人、画如其人就是这个意思。笔墨到了高级层次，不仅

是形、质、功力的问题，同时也是修养、品格的问题，比如书

画皆论的传统文化中的“风骨”一词，经过长期的演绎，具有

非常丰富的内涵。每个画家因个人气质、学养、悟性、品格不

同，对绘画理解与把握也会不同，所以艺术家的创作，应该顺

性而为，画心中的所思所想。表现寄兴于笔墨，来表达一个人

的修养、品格、心胸，书法讲究人品与书品的统一，绘画也讲

究人品与画品的相通，这在书法和绘画上是一致的。

中国书画不仅在起源、用笔技法方面有所类似，而且在艺

术意境的追求和审美要求上也有诸多相通之处。由此可见书画

已经融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要将书法线条自如地用于中国画

中，是一个过渡到融合的过程，需要反复地实践与探索，长期

磨炼才能取得一定成绩。许多优秀画家画风的形成就得力于其

书法功底，这一点，当下热爱书画艺术的年轻人还要多下功夫

用心体会才能取得更高的造诣。

“书画同源”是中国书画家的独得之秘，其内涵幽远深

邃，使中国的书法和绘画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绘画艺术，自立于

世界艺术之林。中国书画同宗同祖，几千年来的绵延发展，已

经对我们的精神、情感、思想、品格等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激励

与滋养的作用，值得我们继续去领悟、理解与探讨。书画同源

的更深层含义即在于它们的共同规律性与审美价值，成为艺术

家的人生写照，体现了艺术家对社会、人生及艺术的认识。书

法与国画艺术更是因为这种人文精神而具有了更高层次的艺术

价值。

“当代画家中的书法家系列活动”是在五届“当代最具学

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艺术家”评选活动、三届“当代最具学术

价值与市场潜力的画家”邀请展暨高峰论坛、中国气派——与

共和国共同成长的画家学术邀请展暨高峰论坛、水墨年华——

中国画名家巡回展（金华—深圳—大连）的基础上又一品牌活

动，明年还将在世界最大艺术家聚集区宋庄京华美术馆举行

“水墨新势力——当代最具创新书画家系列活动”，第六届

“当代最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艺术家”系列活动。为艺术

家举办展览、论坛、杂志、网站、出版、主流媒体宣传提供全

程服务。我们还将推出“当代艺术名家原创作品保真拍卖专

场”，打造出一条全新的艺术产业链，营造和谐的艺术生态

圈。（刘振虎执笔）



为了展示画家的书法成就，由《中国艺术报道》编辑部、

《艺术视野》编辑部、京华美术馆、艺报网主办，北京艺报国

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当代画家中书法家系列活动”在

2013年12月落下帷幕。通过读者和网民推荐，理论家、策展人

和艺术经纪人提名，艺术家自荐等形式将相关材料或电子邮件

寄发到组委会，由组委会聘请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进行统一

评定。最终推选出当代人物画家中15位书法家、当代山水画家

中15位书法家、当代花鸟画家中15位书法家。通过此次活动，

呈现了当下艺术家对书画同源的理解与把握，同时也作为进一

步深入思考书画相关性的切入点，给当代艺术界提供了有效参

照。呼唤当代的艺术家们加强综合素养，提高综合素质，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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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与国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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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出，经典纷呈。书法与绘画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形成了相

对一致的笔墨审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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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是中国美术形式的重要审美标准之一。书法与绘画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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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艺术；而绘画是充分运用了书法这种抽象手段，使得中国画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为“当代画家中书法家系列活动”而作
文 /“当代画家中书法家系列活动”组委会

当代人物画家中15位书法家
（以年龄为序，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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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东 管建军 马新林 梅忠智 上官超英

洪  亮 刘敏健 王来文 程东富 马青原

 说明：由《中国艺术报道》编辑部、《艺术视野》编辑

部、京华美术馆、艺报网主办，北京艺报国际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承办的“当代画家中书法家系列活动”在 2013 年 12 月

落下帷幕。通过读者和网民推荐，理论家、策展人和艺术经

纪人提名，艺术家自荐等形式将相关材料或电子邮件寄发到

组委会，由组委会聘请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进行统一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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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书法家、当代花鸟画家中 15 位书法家。

本身带上了强烈的书法趣味，画中的线条、墨韵，处处都透露

着抽象之美，它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书法的用笔是中国画绘

画的手段，离开它中国画无法独自存在，因此书法家的感悟直

接影响着画家，书论正是画家用笔的基本法则。即使不看整体画

面，单独欣赏笔画和点块，都让人觉得心旷神怡、美轮美奂。

重新认识书法和中国画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以书入

画”和“以画入书”，不仅可以丰富书画展览的观赏性，而且

能对摒除现今书画界浮躁之风有所助益，这也是关系到重新确

立中国文化身份的重要问题。纵观历史上的大画家，其书法肯

定也是开宗立派的，否则其画本身也要大打折扣，赵之谦、吴

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陆俨少等，无一例外。李可染、董寿

平、何海霞，既是有代表性的大画家，而他们的书法，也别开

生面。

“书画同源”是我国艺术观念中非常重要的概念，现今我

们应该在书法界和绘画界重新考量这个概念，不仅从史学角度

进行评析，也要在书画创作中重新领会“书画同源”的精神，

将书法的“道”与“技”真正运用到绘画创作中。从“以书入

画”的角度，提出画家们要重视书法因素在自己的创作中的重

要性，同时也希望书法家们能够将中国画笔墨线条的审美概念

加入到书法的创作中去，在自己的创作中都能体现“书画同

源”的核心精神。这次推选出45位当代画家中书法家，他们直

追晋唐宋元一路，又以深厚文化底蕴为基础，学古汲今，古为

今用。他们的作品中画面不仅讲究传统的传移摹写、经营位置

等，更注重生活面貌和精神表达，所以“书画同源”此论在他

们的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

书法与绘画，同质而异体也。自然，不仅是书画家们匠

心的依据和创造的源泉，笔墨不仅是一种技能，更是精神的载

体。中国书画除了笔墨技巧层面以外，还有精神层面的关系，

书如其人、画如其人就是这个意思。笔墨到了高级层次，不仅

是形、质、功力的问题，同时也是修养、品格的问题，比如书

画皆论的传统文化中的“风骨”一词，经过长期的演绎，具有

非常丰富的内涵。每个画家因个人气质、学养、悟性、品格不

同，对绘画理解与把握也会不同，所以艺术家的创作，应该顺

性而为，画心中的所思所想。表现寄兴于笔墨，来表达一个人

的修养、品格、心胸，书法讲究人品与书品的统一，绘画也讲

究人品与画品的相通，这在书法和绘画上是一致的。

中国书画不仅在起源、用笔技法方面有所类似，而且在艺

术意境的追求和审美要求上也有诸多相通之处。由此可见书画

已经融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要将书法线条自如地用于中国画

中，是一个过渡到融合的过程，需要反复地实践与探索，长期

磨炼才能取得一定成绩。许多优秀画家画风的形成就得力于其

书法功底，这一点，当下热爱书画艺术的年轻人还要多下功夫

用心体会才能取得更高的造诣。

“书画同源”是中国书画家的独得之秘，其内涵幽远深

邃，使中国的书法和绘画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绘画艺术，自立于

世界艺术之林。中国书画同宗同祖，几千年来的绵延发展，已

经对我们的精神、情感、思想、品格等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激励

与滋养的作用，值得我们继续去领悟、理解与探讨。书画同源

的更深层含义即在于它们的共同规律性与审美价值，成为艺术

家的人生写照，体现了艺术家对社会、人生及艺术的认识。书

法与国画艺术更是因为这种人文精神而具有了更高层次的艺术

价值。

“当代画家中的书法家系列活动”是在五届“当代最具学

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艺术家”评选活动、三届“当代最具学术

价值与市场潜力的画家”邀请展暨高峰论坛、中国气派——与

共和国共同成长的画家学术邀请展暨高峰论坛、水墨年华——

中国画名家巡回展（金华—深圳—大连）的基础上又一品牌活

动，明年还将在世界最大艺术家聚集区宋庄京华美术馆举行

“水墨新势力——当代最具创新书画家系列活动”，第六届

“当代最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艺术家”系列活动。为艺术

家举办展览、论坛、杂志、网站、出版、主流媒体宣传提供全

程服务。我们还将推出“当代艺术名家原创作品保真拍卖专

场”，打造出一条全新的艺术产业链，营造和谐的艺术生态

圈。（刘振虎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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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凤先 1945 年生于辽宁新民，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研究生班。现为北

方画院院长、文化部专职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一级美术师、中国友联画院画家。曾先后在韩国、泰国、新加坡、日本

举办个人画展并进行艺术交流。2001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

作品在国内外大展中多次获奖，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

《黑龙江日报》《世界日报》《国土资源报》《经济日报》《国画家》及《世

界报刊》等多家报刊上有专题报道。

中国画《八女投江——花祭》获 2005 纪念抗战胜利 60周年全国中国画作

品展铜奖，《乡情》《春天来了》《苏武牧羊》《太湖之春》《话说长江》等

作品获全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提名展及“菜乡情”“长江颂”“太湖情”等展

览优秀奖，《伫马太行》获建军 85周年铜奖，《期盼》参加中国美协举办的

建党 85周年提名展，《龙江情思》获 1999 年“全国建设书画大展”银奖。书

法作品入选2005年中国书法协会举办的全国正书大展和全国书法新人新作展。

多幅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南海、毛主席纪念堂、中国美术馆收藏，国

画长卷《昭君出塞》《金陵十二钗》分别被菲律宾、泰国总统收藏。其艺术

成就被收入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辞典》及《中国名画家辞典》。

出版有《郝凤先画集》《郝凤先书画作品集》《郝凤先写意人物画集》等。

2007 年、2008 年、2012 年被评为当代 30 位最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

人物画家。

2014 年被评选为当代人物画家中 15 位书法家。

高山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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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幅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南海、毛主席纪念堂、中国美术馆收藏，国

画长卷《昭君出塞》《金陵十二钗》分别被菲律宾、泰国总统收藏。其艺术

成就被收入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辞典》及《中国名画家辞典》。

出版有《郝凤先画集》《郝凤先书画作品集》《郝凤先写意人物画集》等。

2007 年、2008 年、2012 年被评为当代 30 位最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

人物画家。

2014 年被评选为当代人物画家中 15 位书法家。

高山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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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中国画的敏感发展期，在

动荡与激越的深化改革的思潮碰撞中，艺

术尝试破旧、引进与创新，中国画遇上变

革发展的最佳时机，磨炼传统，智慧开

掘，探索个性，百花争艳。中国水墨人

物画也呈现气象万千、异彩纷呈的趋势，

写实主义、变形手法、抽象艺术、实验水

墨，层出不穷……基本格局大概构成三种

类型：一是由美术学院学者画家构成的写

实（意）的学术型绘画，二是由传统形式

演变而来的“新文人画”，三是受各种现

代化艺术观念影响而探索的前卫绘画。前

两者受众甚宽，且互为影响，交流、相

融。我以为，当代著名人物水墨画家郝凤

先，当属于“学术型”与“新文人画”互

而交融的一位写意人物的功力型画家，他

将自己的绘画艺术扎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

笔墨体系中，努力探索艺术的表述形式，

以精道的笔墨技巧，不断寻找自我，形成

了他水墨画的个性亮点。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

术师，国家文化部专职画家郝凤先，1945

年生于辽宁新民，于1964年以优异成绩考

入中国八大美院之一——鲁迅美术学院，

毕业后分配于黑龙江一文化部门从事美术

工作，后又复入母校国画系读研究生。

鲁美前身是1938年建于延安的鲁迅艺术学

院，新中国成立后迁址于沈阳，发展为美

术学院，学院是著名学府，又是中国美术

创作、艺术设计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之

一，在全国历届美展中获奖总数居前位。

鲁美中国画系的“传统——生活——实

践”的教学思想，及雄厚的师资力量，使

郝凤先具备了扎实的具象写实能力和系统

的传统功力。东北黑土地的朴素与旷荡的

生活，以及“关东画派”的艺术滋养，给

画家以充沛、旺盛的艺术创造力。黑土地

上的风风雨雨，北大荒的一草一木，融进

他的血液，其丰富的写生、创作与鉴赏的

实践，使他创作激情喷薄而出，闯入了中

国当代画坛，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术作品

展并获奖，亦多次受韩国、泰国、新加

坡、日本等国邀请作学术交流、办个人画

展，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中国美术馆等

文化部门俱收藏其佳作，其中《昭君出

塞》《金陵十二钗》分别被菲律宾、泰国

总统收藏。新世纪莅临之时，他又被国家

文化部聘为专职画家。斯时，他于北京中

国美术馆隆重举办“黑土风情”水墨人物

画展，画家用深情的笔触展现了这片哺

育他成长的白山黑水，有抗日英雄，有

开发北大荒的知青，有憨稚的东北娃，

有美丽聪慧的藏族少女，有在冰天雪地

中捕鱼的鄂伦夫妇，有丰收喜上眉梢的

农民兄弟……既有重大题材的主旋律巨

制，也有轻松幽默的小巧架构，尽显

“关东画派”的雄浑豪放之气和淳朴、

大气、粗犷、厚重的地域特色，恢弘的

气势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扑面而来，深

深吸引了京城美术界的行家和北京市

民。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看其画

展，深有感触地说:“郝凤先的画很有生

活，没有生活是画不出来的。”

传统是源，生活是泉。绘画传统功

力问题，历来是画家必须首先要具备和解

决的重要问题。纵览郝凤先绘画，可谓是

以最大的勇气与坚忍力打入传统，以最强

的功力与睿智打出个性，其绘画先“工”

而后“写”。在20世纪末，其绘画受徐悲

鸿美术思想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的代表

作《龙江腊月》《冰雪情》《佳节》等作

品，可谓在继承“关东画派”传统艺术精

神的同时，融合了西方美术的某些构成于

笔墨中，强调真实之美，以扎实的造型功

夫为基础，以线面结合、明暗刻画的手法

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墨色浑厚、苍辣，

凸现东北人物的个性，闪烁出创作的激情

灵感，追求一种厚重之美。

进入21世纪，郝凤先定居北京，眼

界更为开阔，艺术交流更为频繁，画风陡

然为之一变，虽在实践与创作上仍然走的

是写实之路，然已向随心写意、以意显神

的写意人物倾斜。审视中国美术史，人物

画出现最早，先有工笔而后有写意。北

宋石恪的《二祖调心图》可谓开启中国

意笔人物画之先河，摆脱了客观物象的束

铸造意象人物的形神
——郝凤先写意人物画艺术探微

文/蔡宁

缚，水墨淋漓，一气呵成高僧的形象，体

现了以主观情感和意愿去提炼对象的审

美意识，这正顺应了传统文化“以繁求

简”“无相恬淡”的审美心理。南宋梁

楷，其意笔人物画由工到放，由线到面，

由笔到墨，由色到泼，由繁到简，把人物

画的用笔推向了一个自由表现的境界。其

借酒兴泼写的大化之作《泼墨仙人图》，

寥寥几笔，绘出仙人步履蹒跚的深醉神

态，令人叫绝，耸立起意笔人物画的高

峰。清末任伯年曾学习西洋素描速写法，

其写意言简意赅准确地抓住对象的神态和

形态。

郝凤先总结古代先贤意笔人物的精

神和技法，愈发追求删繁就简的意笔艺

术，在造型与笔墨的处理上产生质的飞

跃，其技巧吸收先贤笔墨精髓与西方绘画

的造型与色彩要素，有时还运用一些新材

料的特殊效果，主观与客观交融而现“似

与不似”的审美意象，作画不拘泥于原生

态的人物风情和自然风貌，而着意于内容

与形式的变化，益发率意步入中国传统美

学意义上人物画的审美轨道，以高度提

炼、概括的艺术形式，扫除了古代文人画

轻形尚意的弊端，挥毫所出形物强调人物

外形的线条作用，饰物以浓淡相宜的“场

面”处理，既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之豪气，又有吸纳江南的钟灵毓秀之蕴，

达到不逾法度而笔墨酣畅、线墨结合、彩

墨交融的境地，笔趣苍辣，画风豪迈，意

境隽永，显现出空灵、恬淡、自然的画意

与画趣，呈现“以形写神”“气韵生动”

的大气象。

所谓“气韵生动”即是通过笔墨将

物象的精神生动地表现出来，而写意的气

韵首先是“写”，即以书法性笔墨来描写

白居易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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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象。书法入画一直被强调为水墨画成功

的要素，郝凤先于此下了很大气力，穷究

骨法用笔，用心于书法艺术，楷、行、

篆、隶皆涉，其题款擅长于行楷与隶书

结合，圆转连绵的行楷笔画渗入浓厚的隶

书，结体变化既有隶书之味，又有行书之

从容与恣纵，将书法用笔作用于绘画，横

折篆隶，点挑狂草，使之造型之线条不仅

能够达到表达对象形体的意旨，而且其笔

墨浓淡变化颇具审美情趣，从而强化了笔

墨本质、形态和价值的自觉认知。

写意的第二层含意是“意”，即区

别于工笔的具体细致而表现物象形态之大

意。画家将自己的情感移入笔墨显现物象

之精神，通过笔墨语言张扬个性与寓意。

写意画重点在“意”，甚至要求“忘形得

意”，物象于不似之似之间凸现形与神的

实质，这就要求画家运用笔墨造型时，

要“贵在意到情适，非拘拘于形似之间”

（沈周）。郝凤先在艺术实践中认识到

“形”是物象外在的、表象的、具体的、

可视的，而“神”则是提示事物内在的、

本质的、抽象的、隐含的，形是神赖以存

在的躯壳，形无神不活，神无形不存，

“意象造型”必须科学地处理好形与神的

艺术关系。他甚为重视形成这些外部特征

的内在规律，他说：“不要以为水墨人物

画只是简练的几笔，其实它对造型能力的

要求是相当高。只有倾注自己思想感情去

作画，才能形具而神生，并且要体现个性

画蕉图

笔墨的艺术语汇，如此才是佳品。”他认

为要画好水墨写意人物画，光有写生的造

型能力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意象造型能

力，这种意象造型能力对画好水墨写意人

物画的关系极大，即一笔下去既要反映出

物象的前后、浓淡、虚实、转折结构的特

点，还要反映出物象本质的精髓——精

神，只有笔笔要“形”，写意画才会有艺

术魅力。如果“笔墨等于零”，用脱离了

“形”的笔墨去写意，自然也谈不上什么

艺术生命了。

“没有坚实、熟练的造型能力，就

谈不上得心应手于写意人物，也就不可能

很好地、巧妙地用好笔墨技法。”郝凤先

如是说。是的，古今中国画无不印证这样

的一个道理，真正好的水墨写意人物画，

其笔墨技巧无不在表现对象上让人感觉出

笔墨意蕴的味道，给人以美的享受。

郝凤先冶炼艺术于美术学院，深得

深厚的艺术造型功力，其数十年如一日深

究传统绘画理法，甚好解决了写实性与写

意性的笔墨矛盾，且又领悟西方的绘画艺

术理念，在造型与用笔用墨用色方面，着

意提炼人物的精神实质。在挥毫写意中，

弱化三维空间，弱化细部刻画，高度概括

物象的典型特征，造型适当夸张、变形，

旨在追求神似，人物面部和肌体结构用线

勾写，其他一般俱以没骨法泼而大写，

于元气淋漓的水墨中张扬豪放的激情，进

而取得“似而不似”的艺术效果。如其

柳荫读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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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音图》，细笔勾写一仕女侧面之像，

浓墨大写鬓鬓，继之浓墨、淡墨与曙红，

相继相溶泼写手握长箫、临河而立的红衣

仕女，长箫则以一根枯笔线条写出，似有

微微吹动之感，背景之荷，大笔平面而泼

写淡淡的几片墨绿，几根墨茎纵恣，几瓣

红荷盛开，于不似荷象之时氤氲荷色、荷

气、荷蕴，整图超越了绘画的固定程式与

技法。窥一斑而知全豹，其《红了樱桃》

《柳荫读书图》《芭蕉仕女》《清照吟诗

图》《赏梅》等描绘古代佳人的作品，以

及《依树听流泉》《杜甫诗意图》《船泊

瓜洲》《放翁赏梅图》等描绘古代骚人墨

客的画作，往往都是放笔直取，线与面有

机结合，泼墨与勾写交融，一任激情奔

泻，在弘扬关东画派的豪放大度的笔墨中

求韵、求趣、求情、求雅，在思想内涵和

精神品位上折射出一种自然审美情感和审

美观照，呈现出自信与自足、细腻与豪放

并存的艺术魅力。

郝凤先在绘画实践中，以平静的心

境去观照事物，体察人生，以真诚的态度

去创作，不仅重视以最为简约的水墨肌理

表达人物的精神实质，而且重视于笔墨中

渗入西画构成，通过冷暖的色彩手段，处

理明暗、转折形象的体面关系，从而增强

写意水墨人物的厚重感、立体感，拓展

了水墨人物画的艺术表现力。在画面空间

关系的处理上，往往以较大的自然场景建

构，追求犹如山水般的开阔气势和意境。

如其长卷《昭君出塞图》。可谓是一组各

种物象有序组合的画卷，画家以似乎平面

化的构成方式处理空间关系。画上，背景

淡墨滚滚，飞雪纷纷扬扬，一队胡人与宫

女骑驼、骑马，顶风冒雪，交织而行，昭

君表情无奈地环抱着琵琶坐于敞开的驼车

上，身披没骨泼写的红披风，与随行四旁

的宫女披着的没骨泼写的绿披风，形成冷

暖色调的对比。整图不流于一般意义上的

历史写意人物画，可谓在历史思考中将写

意的况味贴近现代意义的绘画性与形式

美。其长卷《金陵十二钗》《八仙游乐

图》以及巨幅大画《飞将军李广》《赤壁

怀古》《苏武牧羊》等作品，俱有这般艺

术因素与意蕴，线条的粗细、浓淡、枯

湿、虚实既随心所欲，又精心谋篇布局，

色彩的运用或厚重或淡雅，都尽量保留中

国画独有的传统韵味，尤其是随之主体物

象所配置的水墨或色彩的块面，以及在淡

墨或色彩中穿插的墨线、色线，俱能形成

或以浓破淡、或以淡破浓的艺术效果，强

化了色彩与笔墨构成的视觉冲击力，从而

表现出对生命的感悟与情感的流程，既保

持了中国画的力度与神韵，又营造出个性

意味浓郁的水墨写意人物画的情境，给读

者留下极其广阔的审美空间。

当代中国画不是“穷途末路”，意

笔人物画更不是，郝凤先写意人物画植根

于民族文化的厚土，再次印证当代中国画

的内涵和外延下含纳了中国千百年的笔墨

构成，包含了当代东方、西方艺术观念的

碰撞与交融，含蕴了意笔人物画中人物的

生机灵韵。著名画家叶浅予说得好：“没

有生活，没有造型基础，笔墨就成了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要画好水墨人物画必须

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科学的造型基础，

单纯笔墨是练不出名堂来的。”郝凤先正

是这般实践、探索、创新着，其写意人物

画在结构、空间、体积、光影和写意性的

水墨表现上，形成以写实为基础、写意为

主导的抒情风格，作品始终包含着一种乐

观向上昂扬挺拔的进取精神，透露出画家

美好生活的理性思考和生命信息的外化。

而今，郝凤先已六十花甲，正值艺术人生

的“黄金时代”，我相信他注定在写意人

物画的创新与发展上有新探索、新变化、

新突破、新成就。

清影读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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