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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山无尽·水无尽·
行 无 尽 —— 朱 道 平 中 国 画 作 品

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美术

馆举行。会议由中央美院教授、

美术理论家邵大箴和人民美术出

版社原总编辑、著名画家程大利

共同主持。

程大利（人民美术出版社原

总编辑、著名画家）：

当下的中国画非常多，堪称

繁荣，但真正让人喜而思的却很

少，道 平 的 画 达 到 了 这 个 水 平。

我和邵大箴先生同看展览时，邵

先生用四个字“大家气象”概括，

我也欣喜他一步步走向成熟。他

生在江南，自幼长在南京，得这种

地域文化的陶冶，从他的画中可

看到金陵八家、石涛、石溪、梅清、

西安画派、傅抱石以及当代的影

响，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心得。学

习 传 统 之 后，加 上 多 年 修 为、涵

养、思索及实践，最后从生活和传

统里提炼出一整套属于自己的东

西，并且越来越成熟，随着年龄增

长一点点往笔墨和文化的深度掘

进，这是非常可喜的。

郎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

首先，朱道平和他这一辈的

南京画家，是新世纪成长起来的

一代人。这代人与钱松喦、傅抱

石、亚明、宋文治、魏紫熙那一代

画家相比，由很强烈的革命的、政

治的意识形态特点的绘画，转变

为自然的、个人的、情感的、有趣

味的山水画，我觉得这是一种时

代的变化。但是，这种时代变化

是由个人变化促成的，这个转变

表现在创作上有三个特点：一是

对传统他们比老一代更能够自由

地承传，二是对西方文化能够更

自由地借鉴，三是能够更加自由

地去创造。

从朱道平的展览看出，他对

于古代传统的承传、吸取非常自

由，不像前一代画家易受思想的

钳制。但是，有了社会文化环境，

也不一定都能获得成功，还需个

人才能和能力，朱道平在这一代

中属佼佼者。他有很突出的个人

面貌和风格，也有广泛影响，就像

序言所说，他被称之为“新金陵画

派”的新领军人物。

江苏在全国堪称“中国画重

镇 ”，南 京 画 家 的 个 性 都 非 常

强。就朱道平作品而言，有两方

面特点：

一、他把山水画和近代演进

的风景画进行了互借和综合，作

品很少是传统立轴式的崇山峻岭

和那种以山为主体的表现，他经

常以树为主题，是介于山水风景

之间的一种题材。通过非常个人

化的互借，创造了自己的面貌，这

点很突出。风景画的现代感、真

实感和山水画的脱俗、高雅、超乎

世俗之外的特点得到某种综合。

你可以说他的东西很现代，但同

时又看到这个山头和梅清有关，

或者那个石头是和某个传统画家

有关系。

二、时代风格和地方风格的

双重贯通。时代风格如何与地方

风格结合，仍然是需要面对的问

题。在朱道平作品里，南京的自

然风光和人文风光都有继承。就

地方风格而言，南京没有高山大

岭，大体上是丘陵地带。这种特

点在他的画中有充分表现，虽然

他去过太行山、云南、西北、东北

等很多地方，但画西北、西南仍带

着南京的特点，包括龚贤的画、石

溪的画，还有南京其他的一些古

画里面，这种地域特点是一样的，

他的作品中渗透着南京的人文传

统。所谓地方人文传统主要是金

陵都市文人艺术的特质，比如很细

腻、很含蓄，感情表达很曲折，低吟

轻唱，韵味悠远，在他作品中可感受

到这样的借鉴，但这借鉴又不生硬，

而是融在个性表现当中。

总的来说，朱道平的作品表

达 了 一 种 优 美 的 境 界 或 婉 约 之

美，而不是那种刚烈、强悍、崇高

之美。可以看到，后者在当代有

许多表现：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我们一直在强调那种集体

主义、国家主义。表达崇高革命

理想的山水画，追求社会性的崇

高美，山水画一方面得到巨大进

展，但另一方面也有所局限，即便

到今天，中国山水画仍是以婉约

之美为主流。朱道平的婉约美除

了受南京的影响外，与本人个性

气质有极大关系，朱道平实在又

浪漫，细腻又含蓄，他的画既有婉

约的诗意、优雅、精致，还有唯美

的抒情，即便是追求宏大场景的

丈 二 作 品 ，仍 是 带 有 婉 约 之 特

点。他早期作品弱了一点，缺少

点内在的刚劲，通过今天的展览，

看到他大有突破，保持婉约之特

点外，有了内在的刚劲和清俊的

东西。

刘龙庭（中国美术出版总社

编审、美术理论家）：

南京是明清以后中国画的重

地，清代以龚 半 千 为 主 ，解 放 后

则出现了以傅、钱、亚、宋、魏为

代 表 的 新 金 陵 画 派 。 之 后 金 陵

画 派 画 家 虽 多，但 出 众 的 不 多。

由 此 想 到 邓 椿 的 话：“ 李 成 谢 世

范宽死，唯有长安许道宁。”我再

添两句：“抱石谢世松嵒老，金陵

又见朱道平。”

朱道平作品一个显著特点是

空灵，再一个是秀中不弱，如龚贤

所言“柔而不弱谓之遒也，刚而不

脆谓之劲也”。朱道平的线条很

细，但不让人感到弱，他笔下的山

峰高耸入云，但不让人感到堆砌，

“刚而不脆”。他作品中各种形制

都有，变化较多，小而见大。一些

小画吸收了水彩、现代画的技巧，

很有新意。过去王维论山水“丈

山尺树，寸马豆人”。朱道平画里

的树，不是丈山尺树，而是丈树尺

山了，特别透过繁密树枝中看到

江、江边的船，与唐诗宋词联系起

来，很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诗

意，这种意境很耐看。画要耐看，

书要耐读，人要耐品。道平作为

南京画院院长，起了领军人物的

作用。南京在历史上是一个英雄

的、悲壮的、人才辈出的城市，孔

尚任的《桃花扇》中，明清之际南

京的各种人物形象就登场了，朱

道 平 的 作 品 也 让 人 产 生 很 多 联

想，而且他还突破了传统山水画

的格局，也摆脱了西洋绘画的约

束，在中国画里融入西洋画，有西

洋 画 的 影 响 但 还 是 地 道 的 中 国

画，比如青绿和浅绛相结合，他做

了很多探索。

尚辉（《美术》杂志执行主编、

美术理论家）：

朱道平是新时期以来，能够

代表中国山水画向着现代和传统

两个方向发展，并把它们有机组

合的重要代表，他也是新文人画

的代表。进入 21 世纪已经 10 年，

怎样反观 20 多年前那场美术革命

所 造 就 的 一 代 人，这 值 得 关 注。

刚才谈到，以傅抱石、钱松喦、亚

明、宋文治为代表的新金陵画派

走出来后，后来者都是他们的追

随者。能在江苏氛围中跳出这种

新的束缚也是很难的。从新金陵

画派创作的基点来说，在 20 世纪

从 传 统 形 态 向 现 代 形 态 的 转 变

上，历史功绩很大。他们具有原

来的国学功底、深厚的传统修养，

但缺少对于新时代、新生活的感

受，于是傅抱石提出思想变了笔

墨就不得不变，倡导用笔墨来表

现现实生活，对20世纪山水画转型

做出了巨大贡献。新时期以来，艺

术家的传统素养是个问题。我们知

道上世纪 40 年代、50 年代以后出

生、经过“文革”的人，首先是传统

断 代，其 次 是 对 西 方 知 之 甚 少。

南京又是传统文化重镇，关于中

国 画 的 奇 谈 怪 论 大 都 从 那 里 传

出。在这种传统氛围下，变革要

求也是强烈和迫切的。对于朱道

平这代人来说，学习传统同时又

接受现代文化，是创作的基点，也

是要解决的问题。

朱道平完美结合了传统和现

代的关系，从传统讲，他的画有境

界、有意韵，特别是用笔、用线、用

点非常地道；从现代看，他的空间

处理变化丰富，把西方风景透视

性的观察方法运用自如，在写生

效果之外进行现代性追求，在现

实时空上又打破现实，重新进行

点、线、面组合，并且朱道平多年

来一直在探索怎样画得更好。我

觉得他的朱砂、朱丹，用红颜色营

造境界变化时达到的梦幻、玄想、

幽秘的境界，以及那些表现秋天

境界的作品，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刘二刚（南京书画院艺委会

主任）：

道 平 在 江 苏 口 碑 好 、画 也

好，画院氛围非常和谐。他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还要画画，会议再

多，作 品 到 时 就 出，可 见 他 在 家

非常用功。

我们常同去写生，道平的写

生能力非常强。由此我想到现在

的写生，关于“外师造化、中得心

源”的问题怎么把握？许多人都

是对景写生，这当然是一种方法，

是受李可染写生法的影响。但我

看傅抱石的写生方法是另一种，

他像黄宾虹那样，画个轮廓，写几

个字，什么山头、地方、颜色，稍微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朱道平把两

种写生方法结合，既重视自然山

水，又通过自己的“心源”加工改

变。无论是大山大水还是小桥流

水，他都会变成自己的，同时又是

那个地方。比如上次办“金陵胜

迹”展，他画的玄武湖很难画，是

从飞机上才能看到的俯视角度，

通过想象把玄武湖五个洲全部画

出来，如果用写生的方法根本画

不出来。他的写生方法值得推崇

和研究。我知道他积累了大批写

生速写稿，对以后的“卧游”有帮

助，都能画出好画来。

牛克诚（中国艺术研究院美

术研究所研究员、美术理论家）：

从艺术本身来讲，他的创造

意义首先是尝试了空间的表述方

式：透叠的空间表现，这是很少见

的。这种透叠是一种借鉴了现代

构成当中的方式，在前后两层的

图形完整的情况下，互相之间又

能表述清楚，它和重叠不一样，重

叠是前面图掩盖了后面图，而透

叠表现把树作为重要表现主体，

通过树看到树所掩映的景致。比

如表现井冈山的作品，因为井冈

山植被繁密，用山水画的技巧来

驾驭不好表现，如果只画树，没有

山石又会觉得缺少元素，大部分

山水画是采取传统的三叠两段，

两 段 之 间 空 白 的 地 方 交 代 不 清

楚。朱道平的处理是，前面树，透

过树丛，溪流、桥、人影隐隐约约

透显出来，两个关系搞得非常明

确，由于互相的掩映，又有虚幻的

感觉，使空间很有意味。从现代

构成中找源头，前言介绍他父亲

是著名的园林建筑师，这和传统

园林建筑中讲究藏露、忌讳一览

无余的观察方式很有联系。这种

隐而不露的掩映关系是他山水画

非常重要的贡献。

另外，他用带有强烈个人特

征的线条、点和面来表述物象，这

种点、线、面处理得好，他最投入

的和最为关注的是点，是有表情

的 点 。 朱 道 平 的 点 比 石 涛 还 要

多，笔的动作非常丰富，运用了书

法的各种笔法。他的画可远观也

可近品，展览效果特别好。

李一（《美术观察》杂志主编、

美术理论家）：

朱道平是画树高手，当代画

家 里 把 树 画 得 有 自 己 特 点 的 不

多。他笔下黄帝陵的柏树，用墨、

用笔和构图很有特色。

我喜欢道平作品最大的原因

是他的构图、用墨、用笔、用点有

个人特点。一方面，他作品有一

种清气，婉约中有清刚、有节奏，

细而不弱。其次，他的画有静气，

耐品。独特并且有品位，越品越

有，这种静气打动了我。

赵力忠（中国国家画院研究

员、美术理论家）：

和道平是老朋友了，每次看

他的作品都有变化，每次变化不

是突然变化，是慢慢变化。我赞

同朱新建在道平一幅长卷的题跋

中 所 言“ 意 气 从 容 ”，概 括 很 到

位。用简单的话来说，他的作品

没有火气、燥气，而是温润、中和，

像玉石一样，看他的作品，用一个

词来形容叫静若处子，而且这“处

子”绝不是小家碧玉，而是大家闺

秀。他早期作品绵里裹针，有“静

藏”之美。

最近一二十年，中国画有几

种倾向，一个倾向是画黑，一个是

画大，不仅画大而且场面大，表面

上是气势磅礴的厚和重，口号叫

张力。反观朱道平的画，很多小

画婉约俊秀，更多是一种恬淡、高

雅，就像温火慢炖、逐步深入，做

到可品、可味、可赏、可鉴，既有传

统画家的精致，又有文人笔墨的

情趣。

总 之 ，他 的 画 貌 似 不 厌 其

烦 ，实 则 九 九 归 一 ，归 于 心 境 。

意境从心境而出，这是他能够闯

出 自 家 面 貌、别 出 一 格 的 原 因，

也因此在南京高手如林的环境中

跳出来。

傅京生（艺术理论家、评论家）：

朱道平的画很多人乍一看认

为像梅清，这种相似性是肯定的，

也是朱道平绘画价值中很重要的

支撑。但前年我看到朱道平一批

作品，发现有一个思路可以使他

近 30 年的探索有一个新的研究方

向和起点，这就是他衔接了 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一个被边缘化但一

直在延续的新传统，这个传统和

我 们 所 熟 悉 的 引 进 西 方 启 蒙 思

潮、把写实和中国的现实社会改

革需要相结合所形成的新传统是

截然不同的传统。有学者认为是

中国人通过向西方学习、研究西

方，和 西 方 对 话，进 而 形 成 一 个

“再东方的传统”。如果把朱先生

的绘画放在这个脉络里面解读、

欣赏、品评，发现他的绘画在今天

办展是恰逢其时的。

20 世纪以写实为样式的新传

统 在 中 国 画 领 域 发 展 成 一 个 体

系，和整个社会的变革需求相结

合，成 为 一 个 文 化 的 主 流 方 向。

但实际上，纵观美术史，比如说上

世纪初的常玉，在向西方学习、和

西方对话当中，把中国人的宋元

文化精神、明清文化精神，用新的

表现手法进行了图像学显现。这

个传统有很多人在做，比如说苏

天赐先生，1952 年他把林风眠画

风中的宋元诗意精神展现在江苏

的绘画时空，对江苏绘画影响非

常大。朱先生的绘画样式和风格

探索，和苏天赐先生所坚持的，并

不被重视的、一度被边缘化的美

术理想是衔接的，这种衔接的意

义值得关注。

朱先生在图像语言的表述上

做了创造性的探索，他不是在做

“面”而是在写“型”，他用简单的

勾勒、点、渲染写型，组织成的语

言是千变万化的。每一种元素的

丰富变化，折射出中国文化中的

“ 言 与 意 ”“ 意 与 象 ”“ 有 意 和 无

意”“有形和无形”等。这说明他

的绘画在语式构成当中和中国文

化的原点是对接的，这种对接对

于今后中国绘画图像的发展应该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接点，不通过

这样的接点，不通过朱道平所建

构图式语言的构成接点，很难进

入崭新的中国山水画境界——那

种和古风相连、和中国文化精神

相接的图像境界之中。

曹广福（宁夏美协副主席、山

水画家）：

邵大箴先生曾说北方画家缺

少一些东西，我在南京的画家当

中似乎找到了一种感觉。朱道平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作品不

是随风倒，而是在一个路子上一

直 延 续 下 来，不 贪 大 也 不 贪 多。

今天看，他用笔像打太极拳一样

柔中见刚，那种刚劲比简单的几

笔张扬之力更让人回味。他在一

亩三分地里无限拓展，应验了那

句话，把生命都融入到一张纸上，

托付于一张纸上。

杨留义（华夏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副秘书长、山水画家）：

我认为朱道平是一个真正搞

学问的老师、画家。他无论是吸

收了梅清、龚贤的点、线、勾、皴的

传统技法，但结合得和别人都不

一 样，体 现 出 自 家 风 格，我 认 为

“朱家山水”也是值得学习的。

从境界上来讲，他的画有一

种魂和魄，一种灵和秀。南京地

域正好是南北交界之处，朱先生

的画体现出一种灵秀与雄浑的结

合，而 且 结 合 得 很 好，比 如 说 虚

实、远近、疏 密 、润 秀 ，这 里 面 都

反 映 了 一 种 厚、透，并 且 厚 中 见

透、透 中 见 润，这 是 比 较 难 表 现

的，他的画中充分体现出这种高

境界。

邵大箴（中央美院美术史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理论家）：

朱道平的画我从上世纪 80 年

代末期就开始接触，那时有点弱，

线有点细，基本面貌那时就已经

有了，后来一直在变，今天的作品

非常好。南京的画家有一类是新

文人画，还有一类是徐悲鸿南师

大一派，中西融合比较写实的流

派。朱道平居于中，把两者糅合

了起来。他也参加过新文人画，

另外他进行了中西融合，包括对

于风景画的吸收，形成自己非常

独特的面貌。

今天的作品有大家气度，达

到这样的境界很不简单。北京画

展太多，最近的几次山水画展都

是 讲 气 势 宏 伟 的（水 平 高 低 不

一），但是，我感觉到山水怎么亲

近人，人怎么愿意看，是值得思考

的。李可染也是北派（他是南方

人），可以说是 1949 年后北京画派

的领军人物，但他的画就很有感

情，很亲近人。朱道平的画和我

们的心灵有交流，画当然要有技

艺和技巧，要有笔墨、章法、黑白

虚实的处理，但太讲究就像做技

术。朱道平作画非常有讲究，但

又有随意的一面，又随意又讲究，

让人感觉浑然天成，到这样的气

象 很 不 容 易 。 刚 才 刘 龙 庭 讲 到

“傅抱石之后又见朱道平”，我觉

得这个评价是合适的。

朱道平不张扬，很文气，这种

文气来自于传统文化修养及艺术

造诣。但仅有文气也不行，一定

要有生气，从生活中来。谈到写

生问题有两方面：写生、临摹。现

代写生成为一种风气，有人认为

写生画就有生气，当然写生是生

气来源之一。但真正还要体验、

观察，不能光是对景写生。注重

写生，但写生有写生的艺术。道

平写生有实有虚，半实半虚加上

他的修养重新改造，这种生气来

于自然又不照搬自然。

朱道平的作品有静气。凡画

者都知道，画得好时静不下来，因

为激动，画得不好容易浮躁，也静

不 下 来 。 道 平 的 画 有 的 反 复 修

改，画了几年，这种宁静之气、虚

静追求是当下中国画缺少的。面

对 市 场，他 也 没 有 市 场 气、商 业

气，仍画得很耐看、有咀嚼。这个

画展带来一种清新之风。

李松（美术评论家、原《美术》

杂志编审）：

看朱道平的作品，常会产生

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熟悉的是

那一望可知、极富个性特色的绘

画风格，陌生的是他的绘画面貌

变 化 常 常 出 人 意 料、令 人 惊 喜。

我用两个字概括朱道平的山水画

风，那就是“清”与“奇”。清与奇

是朱道平对当代山水画审美境界

的丰富与延展，也是画家本真性

情的自然表露。

另 外 ，《朱 道 平 中 国 画 作 品

集》编得好、印得好，有学术性。

像他的画作富有个性，全书图文

并茂；特别是后半部分朱道平自

己写的游记、创作随感，很精彩，

内容丰实，可做美文读，也可做创

作经验仔细咀嚼。

他在文章中有段话写得好：

“乍一看，如今发达先进的交通工

具节省许多时间，带来了极大便

利，但其实这种快餐式的旅程，使

我们失去许多亲力亲为的实践，

已使写生的实质空壳化了，印象浮

泛、细节俱失，这其中得失值得深

思。现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乃

至画百米大画，写百万雄文，都变

得十分容易了，而内在的文化含

量却日益稀薄，深度、高度去古日

远，确乎值得我们深思。”

王志纯（北京画院艺术委员

会副主任）：

刘大为先生说朱道平的画呈

现出一种“丰富的单纯”，我很有

同感。朱道平的画很精致，山川

树木的描绘往往细密繁复，层层

点染，山体蜿蜒起伏，枝干穿插重

叠……十分耐看，但他的画又很

整体、很单纯，取象明确，意象晶

莹，给人一种明快、优美、醇厚的

审美感受。

朱道平画过油画、水彩画，他

融入风景画因素，或可说是由风

景写生逐步形成自家山水画的面

貌。他不是从传统山水画的图式

套路出发，而是一开始就从自己

对自然的感悟出发；他又重视传

统，吸收各家各派营养提高画面

的 表 现 力 。 纵 观 当 代 山 水 画 创

作，朱道平风格、语言独特，他是

创 造 了 个 人 语 言 和 图 式 的 艺 术

家，他的意义会在美术史的演进

过程中逐步显示出来。

吴为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

术研究所所长）：

我们渴望在展览上看到那种

由艺术家灵魂深处写就的画卷，

有真情、有感悟、有表现力。朱道

平的展览给了我这份满足，使我

的心得以宁静也得以激动。画作

中有梅清的清凉，有渐江的冷逸，有

宾虹的墨韵，有宋人的理性妙境，有

元人的幽淡抒情，有印象主义的颤

动，更有表现主义的热情……当然，

这是朱道平独有的世界！

20 世纪以来，社会变革之需，

人物画在表达历史事件中易于发

挥直接作用，因此中国画的改良

与革新多落实于人物画，山水画

相对边缘。但李可染、傅抱石等

山水大家为山水画树立了新的审

美坐标。创新路径在综合，这是

中国画在深厚笔墨积淀基础上取

西法而融之获得新生的良方。朱

先生就在这社会与文化转型、中

国画前途众说纷纭的情形下，坚

韧不拔于传统之道，拓展于中国

画新生命力表现。他的创造使人

们再度回眸传统，从中发现潜在

的价值。也使人们反思，一个艺

术家的生存与生活状态。

其实，我太羡慕道平，因为他

在生命和艺术双重本体价值中找

到了自我，他寡言“ 主义”，慕前

贤，勇探索，勤笔耕，以量和质的

交 相 迭 替 实 现 着 一 个 一 个 飞

跃。故他真情、真切的绘画世界，

将每个生命的点融化，也使得每

个点充盈着生命。

山无尽·水无尽·行无尽
——朱道平中国画作品展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

果熟年丰 朱道平

暗香浮动 朱道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