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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柏松

宋柏松 ,1953年出生，浙江杭州人。现任江南书画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化部华夏文化国画院副院长，中国艺术市场联盟主席团成员，

浙江省政协书画画友社理事，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客座教授，浙江杭州美术职称

评审委员会评委。    

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及国际性美术展事，并获奖。曾由北京荣宝斋出版社出版《荣宝

斋画谱——宋柏松（山水、花鸟部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宋柏松画集》，

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宋柏松动物画小品集》、《怎样画猫 • 猴》，吉林美术出版社出

版《国画名家大范本——山水画技法》、《国画技法丛书——山水》，中国美院出版社

出版《宋柏松山水集》、《江南名家——宋柏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走近画家——

宋柏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现代画史 • 经典作品范本——宋柏松》等画集和

专著。传略编入《世界名人录》、《中国美术家名典》、《中国当代传世名画集》、《百

年中国画精萃》、《百年书画》、《中国画四大精英》、《中国山水十大家》、《中国

画十大名家》、《当代美术全集》等上百部辞书与画集。大幅国画作品被北京天安门城楼、

中南海、毛主席纪念堂、全国人大办公厅、世界银行总部等国内外高层机构以及韩国、

日本等众多美术馆注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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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君柏松，出画集，予以文示贺，酝酿数日，文章在

胸却无引笔之句。今日晨起，窗外秋风瑟瑟，细雨潇潇。

于是，品茗窗下，观雨听风，景触思绪，感悟良多。江南

自古多雨天，土润物华，赋予艺术家之灵感，孕育了江南

地域文化艺术那“水”一般滋润的特色精华。玄幽而华丽

的大地，无限生机，横溢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境界。就

是这多雨的天，水灵，味浓。以无限的魅力净化于平淡，

天趣，幽玄，清雅，朴拙与壮丽。甘醇的清淡之韵，如丝

竹之声，似杳杳之音 ......老子曰：“味无味。”“纯

素之道，唯神是守。”明人胡应麟《诗薮》“诗最可贵者清，

然有格清，有调清，有思清，有才清。......”若格不清

则凡，调不清则冗，思不清则俗。清人黄子云《野鸿诗的》

“理明句顺。剑神藏，是谓乎淡。”这是我对柏松山水画

的第一感受，如雨天品茶，养神。

吾与柏松多年之交，平淡如水。感触到柏松的为人，

心以“清”以“淡”为本。益于自身的修养之中，也不乏

艺术家内心才情之热烈。这是艺术家心境中纯真的精神魅

力。正是这种魅力，表述在自己的作品中。如甘露，如雨水，

洗刷心灵，淡化人生，优化灵感。这是我从“水”中体味

柏松的画，同时体味着“水”所带来的无限魅力。

魅力，是吸引人的力量。它是艺术家启发人们激起情

感的一种抽象原动力，它不局限于简单意义上的绘画技巧

的革新，以及笔墨意义上的造型能力的展示。它是一种精

神上的赋予，是引领画家们的思维与视觉，给予人们在审

美意识上的一种共鸣和精神上的兴奋。柏松在这方面的努

力，在画中表述得极其真诚，他努力使自己创造的艺术语

言，尽情地在表达中享受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大自然情

怀。文艺之道功在修心养性，澄明心情，达到一个体静心

闲的悟觉境地，感悟心灵与大地的契合，表达感受天地之

灵气，顺于自然，顺于人性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努

力于魅力的长存。这就是柏松内在的心境，一种精神的追

求方向。近日看柏松的画，我悟到了他的努力，而且是表

现得如此之真情与自信。

中国画艺术是以技法为手段，所以把握好艺术创作上

的表现方法就成了艺术家的必备条件，驾驭好笔墨语言就

成了画家表达心境的极为重要的手段，这种驾驭能力就是

画家的生命力。柏松不断对自己的笔墨造型能力进行磨砺

求索，为提高作品营造能力与表达内在的博大气息中坚持

不懈的努力，以达笔淋漓浑重，严谨的意象经营与细致入

微的形象刻划，表达大地的呼吸生气与一种诗意的气息。

表述自我的心灵的感情色彩。着眼通过生活，体悟外师造

化的精神实质，带给我们的是深邃的内涵，对大自然认识

的一种新的启迪。他在表达大自然的柔劲，情趣与意趣中

同时表现大山大水的宏伟与胸襟。一种刚柔的质感，意韵

生动，笔墨间的相辅相成，使笔达刚，墨达柔，表达自己

的心态与意念。赞美着华夏大地。

柏松的画，创作语言的进步，是近年来的一大收获，

其不断提升的笔墨语的所表述力和视觉力，凸现出一种畅

神的理想境界，应该说是他努力的结果。仅此，不难看出

他是一个苦行僧，刻苦求索，步步进退，磨练自己的笔墨

序一
文 /卓鹤君

大山深处  125cm×125cm  宋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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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在传承上不断推敲，不断琢磨画面的经营，在意境

之表达上赋予更多的色彩和情感。顾汉昌先生对他的画评

中讲到“他大胆采用树石同勾，“云水同源”的笔法。将

皱法和取向造型合二为一，使画面达到一种深邃苍茫，大

气古旷的艺术效果。”李华树先生则评其山水谓：“林麓

互错，暗石藏山，岩谷掩秀，随水构桥，依势筑舍，境深

隐树里，尺承转合，自然天成。彼画面树石不分家，亦树

亦石，亦云亦水……”这是柏松在技法表现上的一大突破，

同仁有感，甚难。树石溶为一体，并能下笔如神，并非易事。

明代杨慎《画品》云“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

之能。面千里在掌。有象由之以立。无形固之以生。妙将

入神。圣能通圣。宣止开橱则失。挂壁则飞而已克哉。”

明代，沈颢《画麈》云“笔与墨最难相遭。皱之清浊在笔。

而势之隐现在墨。”柏松深谙先贤们种种妙论，在创作实

践中不断尝试，并有所获。他在营造大自然丘壑与林木混

为一体共呼吸这说明了画家体悟大自然，与大自然戚戚相

生，妙得天地之真气。清人唐岱《绘事发微》云“自天地

一阖一癖，而万物之成形成象，无不由氧之摩荡自然而成，

画之作也亦然。古人作画，以笔之动而为阳，以墨之静而

为阴。以笔取气为阳，以墨生彩为阴，体阴现阳以用笔墨。

故每一画成，大而丘壑位置，小而树石沙水，无一笔不精当，

无一点不生动，是其功力纯熟，以笔墨之自然合乎于天地

之自然。”我想柏松是正是如此，努力寻找自己的研究方位，

是值得赞许的。柏松，他爱大山，又爱清泉，他爱大气浩然，

又爱情趣盎然，他是一位性情中人，他寄寓在艺术的天堂

中遨游，为山水传神。

再细读柏松的画，越看越走进他的诗情画意之中。唐、

王《山水论》“春景则雾锁烟笼，长烟引素，水如蓝染，

山色渐青。夏景则古木蔽天，绿水无波。穿云瀑布，近水

幽亭。秋景则天如水色，簇簇幽林，雁荡秋水，芦岛沙汀。

冬日则借地为雪，樵者负薪，渔舟倚岸，水浅沙平。凡画

山水须按四时。”柏松的山水画中，无不表述着四季带给

人们的美景与之遐想，诚如宋代郭熙《林泉高致》所云：“春

山艳冶而如笑。夏天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

惨淡而如睡。”柏松笔下的四季清华。给我们一个为此而

赞美的感叹。一种畅神的情怀和醉意。柏松是一位淡泊人

生的画家。常常以“人品”“画品”的修养要求自己。“品”

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标准。宋人赵孟藻《论画品》曰：画

谓之无声诗，乃贤哲寄兴，有神品，有能品。神者才能清高，

挥毫自逸，生而知之者也。能者源流传授，下笔有法，学

而知之者也。”谢赫在《古盈品录》中编“六法”，把“气韵”

列第一法：荆浩杂《笔法记》中提出“一曰气，二曰韵”、“气

韵”、“气韵生动”为第一品评标准。可谓“真者，气韵

俱盛”。又如：“宋代郭若虚云：“人品既已高矣，气韵

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

而能精焉。凡画必周气韵，方号世珍。”清代，张庚《浦

山论画》云“盖品格之高下，不在乎迹，在乎意。”柏松

一直来极注重山水画之品位，静心于山水画本身的探索之

中，沉浸于创作的神秘中得到自信，其努力追求的品位可

谓高古。古人在品位评定上既品艺又品人，所谓画如其人

有酒成佛  宋柏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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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人品第一，其画在后。只有人品高，才能画品高。

柏松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精力，全部溶入在画中的品格上，

不断提升。他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兢兢业业，在画中求索。

故天道酬勤，他得到了天酬。这天酬就是他在艺术上的不

断突破的成功与成就。

艺术家表达自己的理念是有阶段性的。艺术的追求到

了一个阶段，所要表达的理念又会继续演进。当到达一个

新的境界，艺术目的也就会不同了，随之而来的是手段会

变得单纯，甚至会超越常人的灵性，会从纯理性发展到纯

感性，并会走向极端。艺术的表述走向自由王国，到那时，

其所表达的艺术作品将会更精彩，柏松通过自己的努力与

实力成为当代出色的中青年画家，前景灿烂。往往不于言

表者，其内心却心潮澎湃，他会在自己的佳作中，坦荡其

胸怀，横溢其才华，表述其心境。我期待再看到他新的力作，

不断有所感动，有所启示！有所兴奋。

2005 年 11 月于杭州

莽壑天铸  222cm×145cm  2002 年  宋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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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雾山  68cm×45cm  2002 年  宋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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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  186cm×145cm  2004 年  宋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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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岚氤氲  220cm×145cm  2003 年  宋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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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山处阳  206cm×145cm  2003 年  宋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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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年草堆高  46cm×68cm  宋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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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闲  38cm×82cm  宋柏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