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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复杂变革中的中外画坛，时下可谓流派纷呈，奇峰

迭起，歧见如云。而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当属娄正纲先生。

一

书法是我国特有的高雅艺术，在世界艺林中独擅

一格。古人云：“画道得而通于书，书道得而通于画；殊

途同归，书画无二。”书画同源，即同在笔墨。笔墨是中

国人的一大创造，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关键元素。书

法通过其笔墨、线条的自由无穷的变化，不但可充分体

现作者的艺术才情和文化精神，且亦熔铸成迄今中国

最高端的一门造型艺术。

娄正纲先生 3 岁书画发轫，13 岁成名，自 15 岁开

始即在国内外连续成功举办个人书画展，声名远播，饮

誉五洲。1986 年，娄正纲先生东渡日本，游历欧美，得

以有机会广泛涉猎、鉴赏西方各绘画流派的作品，亦有

缘对中西方绘画的传统与现状作深入地比较和思考。

面对纷纭变幻的所谓国际当代艺术，她既不因袭传统，

也不浅薄崇外，更不齿于庸俗与虚情。在潜心把握时

代艺术精神的真谛中，斟今汲古，折衷中西，观澜溯

流。眼界既宽，即见高致。艺术家的使命感，激荡起她

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求变求新的勇气和力量。于是，她

凭借深厚的书法功底，依照自己独到的美学见解及浑

厚的人文素质，认真从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中吸取营养，

开始以书（法）道促画道、兼通书（法）画两道于一体的

大胆尝试，以书（法）入画，以画辅书（法），以名言警句

为内容。在书法、绘画、文采的水乳交融中，开了风气

之先，迈出形成自家绘画面目的可贵一步。娄正纲先

生在其创作的《心之书》、《心之绊》、《心之语》等系列作

品中，充分张扬了中国书法特别是狂草的抒情及写意

特性，自如地糅入现代“意象派”书法和中国一些泼墨

画家的用墨技巧，大胆地打破中国传统书法结字体式

规范，夸张奔放地经营章法、布局，精心而又率性地将

自己对生活与生命，对世界与未来的感悟，转化成点画

的跃动、线条的飞舞、虚实相映的黑白天地。做到亦画

亦书（法），似书（法）似画，书（法）中有画，画中有书

（法），彼此融通，妙合无垠。从而化物态为情态，变具

象为抽象，使作品既有形象美，又有抽象美，实现了造

型与表意的统一，达到了画家心灵与画面的契合。她

的这种尝试和探索，得到了行家的广泛赞誉。

二

众所周知，色彩是绘画艺术中最活跃、最具冲击力

的元素。中国传统绘画，虽历来亦重色彩，但色彩中最

强调的却是水墨，倡导“知白守黑”“水墨为上”，主张通

过笔法和墨法的运用，使墨化为五色。故墨色成了中

国传统绘画的基本色彩。“笔与墨会，是为氤氲”。这种

“以黑貌色”“墨为主调”的传统主张延续了 1000 多年，

诚然成功地形成了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亦张扬了画

家的人文情怀与韵味、境界之美。但终因“有些极端和

陈因少变”，到了今天，已不无遗憾地受到了诸多画派

的挑战，亦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国当代许多画家的反思

与自省。越来越多的中国画家已自觉地认识到西方传

统与现代画派用色大胆，追求色彩浓烈，强调色调对比

的风格，值得中国画家学习、借鉴。

多年来，娄正纲先生在探索“以书（法）入画、书（法）

画融合”的同时，以一个画家特有的视觉和敏感，带着“中

国水墨”的传统基因，沿着笔墨当随时代的方向，对亚洲、

美洲、欧洲诸画派的用色特点与技巧，细加体验与品斟，

毫无偏见地对其取精用宏，师长舍短，消化吸收，并以此

为出发点，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她以西

方油画的用色特点为主调，一方面，深究了西方印象派、

后印象派、抽象派和表现主义画派对色彩的理解与追求，

参照了中国所有画类的用色特长及中国版画对黑、白、灰

三色的处理原则，打破中国传统绘画“墨为主角”的用

色格局，代之“以色入墨、以色代墨、色墨并用、相互通

合”；另一方面，她又认真借鉴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

程式与规范，在用色的浓淡疾涩、干润枯疏方面狠下功

夫。通过构图色彩的丰富变化，极力增加画面的质感、

光感、空间感及色调的对比，加强作品的造型力度和视

觉冲击力。与此同时，娄正纲先生在对色彩颜料的选

用上，亦不拘一格。既使用一定的传统水墨，也借用水

彩画、水粉画、油画的颜料乃至丙烯一类的化学颜料，

实现了取色、用色的灵活与多元化。她创作的以“黄

山、武陵源”为代表的一批风景画，构图清新隽永，磅礴

大气，且色彩丰富，酣畅淋漓；她以“生命与爱”为主题

的系列画，着色恣肆纵横，色调对比浓烈，画面在灵动中

透着活泼、明丽。行家一致认为，由于在用色方面的突

破，使她的绘画艺术又可喜地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三

20 多年来，娄正纲先生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

上，从未停止过探索、创新的脚步。她深切地觉察到，

21 世纪将是东西方绘画艺术平等对话、东方绘画艺术

复兴并再现辉煌的世纪。为此，抓住机遇，完成对中国

绘画的“继承、吸收、重构与再创”，则是每位中国画家

的历史使命。

为履行这一使命，这些年来，娄正纲先生不敢稍有

懈怠，殚精竭虑，宵衣旰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积累、营造

着自己的“胸中日月”。在创作思想上，她以一种大胸襟、

大视野、大手笔的气魄，不断向纵、横两个方面挖掘、索

取。纵向上，进一步深入探究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绘画的

血脉源流，不断夯实作为一个中国画家应有的文化基础，

对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与传统既不墨守狂负，也不妄

自菲薄，认真找准并确立自己的艺术定位与坐标。为此，

娄正纲先生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不

在蹊径，而在笔墨”“画气不画形，意在笔先”“不求形似，

只求神韵”的理念反复进行了思考、梳理、消化，不断加深

对中国传统绘画规律的理解与认识，廓清传统与现代的

关系，奠定自己创新、开拓的基石；同时，在横向上，努力

向西方艺术、向周边艺术的深度、广度开拓，既虚心学习

又不盲目崇拜，接触所有应该接触的东西，吸收所有应该

吸收的艺术营养。从而逐步提高自己对外国艺术、对相

邻艺术的把握、参照、超越的能力。据此，她再次对西方

古典绘画的“求真写实”倾向及西方现代绘画对传统的反

叛与突破的特点，作了清醒的评判与取舍。经过兼收并

蓄、博采众长的实践和“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内化”活

动，在中西方绘画艺术之间，找到融合点，进而形成自己

新的跨文化类型、跨绘画流派的审美理念和价值取向。

在创作实践方面，她则苦心孤诣地致力于对视觉图式的

突破，即实现对绘画形体、构图的创新：一是在形体上将

东方“线”的抒情性和西方“块”的立体写实性相结合，突

出“块”，淡化“线”，间以“点”，极大地改造了画面结构，以

不断增强作品形体的气势、力度和张力。二是在构图的

总体把握上，她以中国传统水墨画为本，消化、吸纳了西

方诸画派对构图的经营与处理技巧。她最近几年的绘

画构图，转以长方形为主，常常是块状泼墨，间以点、线，

明暗相携，冷暖交错，图象盈天立地，整幅作品焕发出一

种巨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三是在绘画内容方面，近些

年她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重视借鉴中西方

林林总总画派之长。在探索中，逐步改变过去偏于追求

物象的外在形式，转而更加突出作品的内在意境，强调

“写意”“抽象”与“印象”意味，进一步彰显画家主体的心

灵感受，在所谓意象与具象之间找到平衡点，做到形式美

和心灵美的和谐、统一。同时，在对创作介质与工具的使

用上，她亦不断试验、不断挖掘，既用宣纸，亦用画布及其

他任何更有活力的材料；既用毛笔，亦用排笔及其他任

何能增加表现力的工具。更为可贵的，是她敢于突破

不同艺术疆界，大胆撷取相邻艺术的有用元素，不断从

周边艺术中汲取创作营养，在引入、渗透中开辟、扩大

自己的创作天地。2005 年，娄正纲先生与日本音乐家、

设计家、建筑家、企业家、纤维商家对谈、合作推出的巨制

立体作品，就是她在这方面一次成功的尝试并产生了广

泛影响。四是在用色方面，近些年娄正纲先生又回归于

水墨，但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脱胎换骨的

重造与鼎新。

一份汗水，一份收获。娄正纲先生对绘画艺术的

不断探索与创新，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她

最近几年创作的《和＆合》、《意＆象》、《日＆月》、《是＆

非》与《自然》等系列作品，可谓是她上述探索、创新实

践的最新成果。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绘画语言和表

现形式，初步实现了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现在与

未来的化合，集力感、动感、感性美与思想美于一身，完

成了从东方到西方再回归东方的蜕变，从而开拓出她

个人绘画艺术的又一新境界。

四

在与娄正纲先生多年的交往中，给我印象最深的，

或每每令人肃然起敬的，则是她作为一个纯粹艺术家

的品格与风范。说她纯粹，就纯在她对艺术的执著与

坚守。几十年来，娄正纲先生视艺术为生命。为了追

求艺术的不断升华，她毅然走着一条“苦行僧”式的“修

炼”之路。忘却假期，挤占节日，舍弃诸多个人情趣，牺

牲几乎所有的个人爱好，把一切都献给了艺术。创作

激情、灵感一来，她就一头扎进创作室，通宵达旦苦苦

构思，夜以继日忘我挥洒，甘苦备尝，冷暖自知。当声

誉接天时，她能保持住一份清醒和淡定；当遭受挫折、

误解时，她又能耐得住寂寞与冷落；为人，讲操守，讲人

格，讲人品，真正做到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做事，则

牢记一个艺术家的良心与本分，不图虚名，不事张扬，

以身许艺，时久弥笃。古人云：“字如其人，画为心声。”

正因为娄正纲先生具有了这些品质、个性与思想境界，

才会有她在书（法）、画艺术方面的创新与突破，才会有

其迥然不同于他人的艺术成就。

娄正纲先生纯粹的另一表现，则是她从未忘记、始

终忠于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要重铸中国绘画艺术辉煌

的历史使命。为此，她食不甘味、暇不接席，已无怨无悔

地献出了自己40多年的年华。使命感赋予她不断前进、

永不止步的动力源泉，也使她胸中拥有一个浩瀚、温馨的

艺术世界。这种“拥有”产生了她对中国艺术，对外国与

周边艺术公平、睿智的眼光，产生了一个艺术家宽厚、宏

大的爱。娄正纲先生爱艺术，爱生活，爱友人，爱弱者，爱

祖国，爱世界。为此，她不吝钱财，不惜精力，不畏人言，

亦不屈世俗，勇敢而又坚决地从事着“爱”的事业。

写至此，忽然忆起一位著名诗人写给一位绘画大

师的一首诗。窃以为在此借花献佛，将这首诗转赠给

娄正纲先生，堪谓相得益彰：

绝顶览罢开境界，

穷尽源流自出新。

敢许丹青先天下，

中外画坛有此人。

权为序。

（张保庆）

★张保庆，酷爱诗词、书法、绘画并对其有较深入研

究。已出版的作品有：诗集《抱清吟》、书法作品集《抱清

集》、专著《沉思录》和《比较教育学》、译作《茶花女》等。

★此文为张保庆同志为《日月之心·娄正纲作品选

集》画册所作的序。

敢许丹青先天下 中外画坛有此人
——试评娄正纲先生的绘画艺术

《意&象》系列之日、月、天、地、山、水 （纸本 综合材料） 361 厘米×160 厘米×6

青春 （纸本）

144 厘米×75 厘米

凡 （纸本）

144 厘米×75 厘米

《和&合》系列之一 （综合材料）

145 厘米×74 厘米

《生命与爱》系列之一 （综合材料）

116.7 厘米×91 厘米

日 （综合材料） 100 厘米×100 厘米 月 （综合材料） 100 厘米×100 厘米

《自然》系列之一 （综合材料） 128 厘米×186 厘米 《自然》系列之一 （综合材料） 128 厘米×186 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