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风.湖湘卷／怀一主编.子游执行主编 —南昌：江西美术出版

社，2011.8

   isbn  978-7-5480-0685-5

   Ⅰ.①画⋯ Ⅱ.①怀⋯②子⋯ Ⅲ.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Ⅳ.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0872号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

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中戈律师事务所

主    编  怀  一

执行主编  子  游

责任编辑  王大军  陈  东

副 主 编  陆  虹

装帧设计  陈  旭  

画风 湖湘卷
HUA FENG HU XIANG JUAN

出版发行  江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印    刷  北京奇良海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成品尺寸  250mm×185mm

印    张  16.5  

图    片  380幅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0-0685-5 

定    价  48.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赣版权登字－06-2011-139



·4

对于国人而言，湖湘之地，已沉淀了太多的传奇，而岳麓书院门旁的“惟楚有

材，于斯为盛”字眼，印证的是湘人那独特的气格与风度。更有甚者为“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这样的词汇，注定了湖湘地域人群内在强憨的性

格。千百年来，无论是湘人、湘菜和与以湘为名的人和事，它必然代表着坚韧、刚

直、开拓、创新的品质，以及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实事求是的某些作派。上自春

秋战国，下至宋元明清，湘人所确立的角色，尤其近200年来，在不断动荡变迁的

时局里，更显示出了湖湘文化巨大的魅力。

我们用某些方式去探讨和解析湖湘地域文化的过程中，其主要面临的是如何

找寻事物内在的成因和相关联背景资讯，在这里，《画风·湖湘卷》所涉及的人与

事，当然离不开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必要的有关湖湘人文所存在的一些鲜为人知和

基础常识。不然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也会偏离基本轴线，所以，有些是不能忽

略过去的。比如，以文学为主线的湖湘文化史上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屈原、阴铿、胡

曾、周敦颐、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王立波、古华、韩绍功、谭谈等。屈原，不仅

是湖湘文化的源动力，他的辞赋，在开创一个与《诗经》风格迥异的南方楚辞、离

骚文学流派的同时，也奠定了湖湘文学的基石；随后的几百年里，当时著名的诗人

李白、孟浩然、王昌龄、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等都曾流寓这方水土，并留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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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米友仁  潇湘奇观图卷  19.8cm×289cm  纸本墨笔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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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沉酣苍劲，以及山石的披麻皴、解索皴闻名。继承元四家传统，尤其致力于

王蒙、黄公望，兼收并蓄，独具风貌，对后世黄宾虹的影响是直接的，同时，他体

现出湖湘性格中率意而为的作派。而湘潭人齐白石的成功，为后世树立起一块丰

碑，按今天许多人的理解，一位乡土木匠，用其一生，创造出一个传奇。他淡定做

人、从容为艺、一步一趋、卓成大器，以一种极其朴素的态度来度量人生，去创造

艺术。或许，他为后世子孙又打开了一扇艺术成功的大门，无论是精神追求还是

人格品性，他都将是今后艺术家们最好的一面镜子。

在中国绘画史的长河中，湖湘人才，虽不及中国政治史中那样凸显出那么大的

能量。但，当我不断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有意思的一个线索，有关湖湘山色与人

文的绘画作品流传下来非常多，以潇湘、桃花源、离骚、九歌为题材的，有案可查

的很多，这也算得上是中国绘画史，尤其山水画史的重大题材。晚唐以来，自董源

《潇湘图》出现后，然后有宋迪的《潇湘八景图》和《潇湘胜概图》、王洪的《

潇湘八景图》、米芾《潇湘白云图》、米友仁的《潇湘白云图》和《潇湘奇观图》、

马远的《潇湘八景图》、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宋复古的《潇湘八景图》、僧

法常的《潇湘八景》；明陈叔起、王绂的《潇湘秋意图》、夏 的《潇湘遇雨图》

、唐寅的《潇湘八景》；清王 《潇湘雨意图》、孙阜《潇湘八景图册》、朱伦瀚《

潇湘烟霭图》、曹夔音的《潇湘秋意图》等。据说《紫禁书系·乾隆“四美”与“三

友”》书中记载，如今被日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潇湘我卧游图》，李公麟绘本，

传说在南宋年间，有云谷（圆照）禅师，他一生遍游名山大川，晚年独以未到潇湘

为憾，遂请人绘潇湘名胜，藉以神游，其绘本描绘了永州城东的“潇湘夜雨”，衡

阳回雁峰“平沙落雁”，衡山县城清凉寺“烟寺晚钟”，湘潭的“山市晴岚”，橘子洲

的“江天暮雪”，湘阴县城“远浦归帆”，岳阳君山“洞庭秋月”、桃源县武陵溪“渔

村夕照”；另一件是法常的《潇湘八景》，被日本人收藏，影响深远。在日本画史中

［宋］易元吉  蛛网攫猿图页  绢本设色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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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与湖湘有关的作品，像池大雅（1773年）的《武陵桃源图》、池大雅（1771年）的

《洞庭赤壁图》；与谢芜村（1781年）的《武陵桃源图》、《睿岳眺望图》等。还有与

屈原相关的绘画作品，存量很大，也是值得去研究。当然，这些只是绘画体系中

的冰山一角，对于过去的历史我们也只能一管之见，但这样背景下的湖湘，到今

天我们如何去面对曾经的荣耀和承接，应该是在当下，可以去进行一些学理研究

和个案分析，对于绘画，不易窥见，所以编辑一册《画风·湖湘卷》，意在探索一

下，新时期湖湘艺术家他们怎样应对传承、创新、多元、特质、语言、风格、品格、

能力、思维这些问题。

新时期湖湘绘画艺术动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涌现出不少青年艺家

群体，一方面是以工笔彩绘方式去解读时代赋予的新观念，对楚汉艺术传统和民

间民俗艺术关注进行结合，以鲜明的乡土味和地域特色呈现出来，得到艺术界的

广泛认同，以陈白一、邹传安、朱训德、曾正民为代表的湖南工笔画群体，成当年

艺术界共识的“湖南工笔画现象”；另一方面，在学院教学影响和八五艺术新潮推

动下，表达个性，借鉴西画创作理念与民族风情为主要方式，以杨晓村、王金石、李

昀蹊、禹海亮为代表的写意画群体，也成当年专业领域的宠儿。

以写意方式为主线，部分中青年艺术家现实状态，真实、趣味和绘画语言的

丰富性也成为我编辑此书的一个思路。

王金石的简阔用笔和汲染辅呈，画面给予读者一片宁静祥和之气韵，山石树

木与云水间的映衬，勾勒出自然山色原本的朴素，似真似境，又有烟火气，在山水

［清］石涛  搜尽奇峰打草稿  42.8cm×285.5cm  纸本墨笔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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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先顺以乡村为题材，注重层层叠加，色墨相

合，满纸经营，有装饰感，渐往写意状推进，形色与

语言丰富，具有当代气息。

禹海亮以线条延绵的特性去作画，将对人物的

变型作为一种趣味来表达，成体块状，有肌理效果，

色彩浓郁，具有装饰感和独特性。

戴一黎与海亮的不同在于大量勾勒，让夸张的

形式趣味显现出女性特有的浪漫，无论是人像或庭

院，都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感动，局部的细致和轻松

恰恰是品味画面的亮点。

石纲的山水，与梦境合拍，悠远而沉厚，而且

打破了山林楼阁式的传统青绿山水样式，有一股远

离尘嚣、幽静玄冥的气息跃然纸上，是当代青绿山

水画的范本。

田绍登笔性好，以写入纸，行笔时提按顿挫，营

造出的田园山色清新雅致，赋予朴素的气格，在繁复

的笔道中能够体会到他的个人品位。

李凤龙入古法而沉静，全景式花鸟禽兽，意在

崇尚宋元气格，关照自然，体悟文人，渐化身心，这

是中国艺术之核心精神，有此等认识与实践，当以

精进，为当下艺坛之少见。

湘人，依然会秉承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之精神，无论今天或未来，无论文

学或艺术。

是为序。

陈子游    2011年6月15日

［
清
］
髡
残 

 

水
阁
山
亭
图
轴 

 
1
0
0
cm
×
2
8
.
5
cm
 
 

纸
本
设
色 

 

安
徽
博
物
馆
藏





·14

王金石，1954年生，湖南邵阳人。1977年毕业于湖南师大美术

系，1992年结业于中央美院国画系山水画室。现为湖南师大美术学

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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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生除了取形外，更重要的就是要从现实的复杂形态中提炼和升华出独特的笔墨关

系；而画理中强调对‘气韵’的重视超过对技法的关注，这种审美观念始终影响着中国

绘画的发展。‘气韵’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气韵生动’既指的是一种精神，也指的是一

种形态，更是中国画追求中的最高境界。”我们不难看出王金石对中国画的理解深度。

比如他的作品《五溪人家》，无论从图式结构和绘画语言上，还是笔墨质量上，这件作

品均属于他近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一，《五溪人家》其画面结构穿插交错有序，用心经营，

仿佛把你带入武陵山脉中一处幽深乡间，白云树下，在洁净的自然里独享风情，感悟人与

山色丘壑之间的融洽，净化心灵，滋养智慧。画面所呈现出的三角分斜式图景，美化了

眼中看到的山水，放眼视角，减化繁复的丛林岩石，突出画意，渐生虚灵，直观上虚实

相应，房舍、树木、山体、水塘相得益彰。落墨轻重有致，淡冷的叶黄与宿墨点线，直斜

错落，大小兼顾，疏密舒适，从平静中求得势头，气贯纸上。作品《侗乡三月》，恰如一幅

远离俗地、无尘相染的净土画面。好比闯入了“远观数百里，近读几乡邻，云端采灵气，

春叶润山魂”的诗境里，多么欣喜，多么忘怀。或许这几句诗并不能解尽画作带给我们的

向往，茫茫山麓间，在树梢夹杂的小路旁，木板楼台，水塘池边，无处不是风景，无处不

染乡情；在叠错的瓦檐白墙和林木穿越的画面中，是侗寨早春，是神畅宁静，是云山雾

罩，是尘土逍遥。其实这样的画境，也正是画家本来的神往，是艺术的净土，也是心灵

王金石  落日满求山  68cm×136cm  纸本设色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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