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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大荒·许钦松山水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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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风骨（国画） 123 厘米×123 厘米 2001 年 许钦松

井冈山·朱砂冲哨口（国画） 147 厘米×200 厘米 2011 年 许钦松

大地风骨（国画） 147 厘米×367 厘米 2009 年 许钦松

2002 年，广东文联等多家专业机构在

广东画院举办了许钦松山水画展，展出 50

件中囯画新作。当年许钦松这一展览，人

们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这是版画名家许

钦松的中国画个展，他左右开弓、两手都要

抓的创作取向。

坦白一点说来，对于新闻媒体兴趣盎

然的“跨界”“客串”式的多才多艺，专业界

人士的内心未必很以为然。艺术贵在专，

难于精。

不为人知的是，许钦松此前已有了 20

多年的中国画创作经历。相比版画刻板拓

印的一整套制作程序，中国画直对宣纸挥毫

泼墨抒写情性的方法，更适合于他。上世纪

70 年 代 中 期，他 从 广 州 美 术 学 院 毕 业 分

配到广东美协工作，已正儿八经不断拿出

国画作品参与各种联展。只不过，与他这

一阶段最投入的版画相较，这些中囯画只

能算小打小闹。随着他版画事业的蒸蒸

日上，许钦松作为版画界后起之秀的形象

被定格，如他自己所说“版画影响力掩盖

了中国画的名声。”

现在回想起来，10 年前在广东画院举

办的这一山水画展，标志着许钦松一次非

同寻常的转折，是他创作重心的大挪移。

如果说，七八十年代许钦松主攻版画，90

年代是版画、山水画齐头并举交错行进，

2000 年后则已是山水画成为重头。他完

成了一次华丽的转向，由此，许钦松的主

要身份已悄然转换为山水画家。

回溯一下他作为山水画家的行程，不

难看出，许钦松的前期作品，曾沿着传统

笔墨路向前走了一段不短的行程。上世

纪 80 年代，他追摹过沈周、石谿、石涛，尤

为北宋大画家范宽倾倒。而现代大家中

的黄宾虹、李可染和陆俨少等人，对他也

有异常吸引力。他研习传统笔墨程式，揣

摩别人的画法，也曾尝试在传统型山水技

法系统中加入意识流、解构主义等后现代

式造型语言。不同方法都尝试过了，头绪

甚至显得有点杂乱。但这种种探索和体

验，为他下一步再出发做了必不可少的铺

垫。而他在这一阶段画作所透露出的乡

土 气 息 和 清 新 格 调 ，仍 让 人 留 下 深 刻

印象。

许 钦 松 90 年 代 的 作 品，多 有 写 生 体

验依托。这一时期，他在探求以新笔墨语

言传达真实感悟的新途径。他的足迹近

至 长 城 内 外、天 山 南 北，远 及 西 洋 东 亚、

异国他乡。作为画家，他对北派山水的雄

浑厚重如南派笔墨的秀润灵动一样喜爱，

同时抱有专业化的强烈兴趣。也在这一

时期，大尺幅创作和全景式、俯视式构图

不 时 出 现，有 意 无 意 间 流 露 出 他 一 种 以

“大”为尚的个性特色。2002 年在广东画

院的个展作品，正出自他历经两个阶段探

索积累的艺术蜕变期，出现了众多构图方

正、气势迫人的大幅作品。许钦松喜爱大

山、大 水、流 云 的 格 局，而 且 对 云 的 表 现

一直情有独钟。流云远山、游云漫渡、寒

云欲雪，类似作品标题一再出现。在他笔

下，变幻浮动的云霭能让坚实沉稳的大岳

崇山变得生气灵动，进而让观者的精神心

绪从中获得体验和观照。而许钦松山水

画的若干个性倾向和风格特色，已在这一

阶段鲜明地呈现出来，他获取的成绩让人

刮目相看。

许钦松的过人之处，在于不骄不躁。

他清醒地把握住自己真正的优点、不足和

往何处努力的方位。他曾对记者说：“一

旦个人风格形成，你就要不断完善它、提

炼 它、提 升 它 。 我 不 主 张 画 家 三 年 一 小

变，五 年 一 大 变，天 天 都 在 变，变 成 面 目

全 非 。 其 实 我 主 张‘ 万 变 不 离 其 宗’，这

个‘宗’就是内心的艺术目标。”

这 个 要 坚 执 的 内 在 目 标 又 是 什 么

呢？以往他并没有直言。近年面对记者

的一再追问，他终于透露一二：“灵动、巧

妙 、轻 快 、抒 情 ，是 广 东 美 术 创 作 的 特

点。但能引发对社会、对历史深层次思考

的震撼性力作，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

的 精 品，经 得 起 推 敲 的 大 作 还 是 不 多。”

他早就意识到，当代岭南画家若仅停留在

“对景写生”这 一 层 面，“ 看 似 源 于 生 活、

忠 于 生 活 、勤 于 写 生 ，但 实 际 上 是 缺 少

创 造 ”。 老 路 已 行 不 通 ，当 今 的 广 东 美

术 家 ，需 要 更 迫 切 思 考艺术提炼和升华

的课题。

这是从美学的角度，深入思考广东近

现代以来美术创作特征而得的一个总体

性结论。它出自许钦松之口，更让人感到

沉甸甸的分量。

“同志仍须努力”，广东美术界的同仁

任重而道远。而艺术创作自有规律，它首

先是个体的。许钦松大山水大气格的美

学取向变得越来越明晰。在接下来的探

索 中，他 一 直 紧 紧 把 住 个 人 风 格“ 要 不

断 完 善、提 炼、提 升”的 关 键 点 。 用 的 是

毛 笔 、宣 纸 ，技 法 上 则 更 多 尝 试 将 版 画

的 块 面、黑 白 构 成 和 西 画 的 色 彩、光 影、

透 视 等 造 型 手 法 与 中 囯 笔 墨 语 言 融 合

起 来，提 炼 出 融 入 自 己 艺 术 个 性 的 新 画

法 ，进 而 整 合 为 体 现 个 人 风 格 的 语 言

系统。

这是一个延续了多年的曲折而困难

的行程。激发他创造潜能的契机，来自于

许钦松 10 余年前的一次出国经历。1997

年，他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尼泊尔，坐直升

机在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上空写生。飞

机登临青藏高原，从高空俯看崇山峻岭，

群 峰 苍 莽，云 层 叠 涌，气 势 壮 阔，他 感 到

前所未有的震撼。南方画家惯用的山水

画 法，很 难 传 达 此 时 心 灵 所 受 撞 击。“ 一

定 要 有 所 突 破，首 先 要 突 破 自 我！”许 钦

松此前一直心仪唐宋元山水的恢宏气格，

大 山 大 水 ，披 阅 千 里 ，既 有 强 烈 的 震 撼

力，又经得起反复品味等。此刻，新旧感

受触碰在一起，有如电光石火，他豁然开

窍了。

由此，他的创作走上了转型、蜕变、升

华之路。许钦松明确归纳出自己必须达

到的目标：审美倾向儒家精神的厚重、浩

然 正 气，意 境 需 有 雄 浑、博 大 气 势，总 体

要突出崇高、伟大的壮美。

这一倾向，包含着他的个性特征。许

钦松多次说到，他少年时的偶像都是英雄

豪侠，一直不太拘泥个人痛痒，“人的精神

应该是深远而崇高的”，这种个性倾向成为

潜意识，有意无意总会落在作品上。如同

他 所 说 那 样 ，“ 我 在 创 作 中 的 确 有 一 种

‘ 大 ’的 倾 向 。 我 总 是 不 自 觉 地 提 高 视

角，仿佛自己是一个遨游天空的飞翔者，

穿越一道道云层，向深远的地方飞去。我

就是一只雄鹰，自由地翱翔在群山峻岭之

上，俯 瞰 祖 国 的 大 好 河 山、广 大 的 地 球、

神奇瑰丽的自然。”

大气势、大境界、大意象，这样大美和

壮 美 的 内 涵，需 有 空 间 结 构、视 觉 图 像、

技法语言各环节的依托。出于表现的需

求，甚 至 要 求 纸 张 幅 面 大 型 化 。 这 些 要

素，都已在许钦松近年山水画中有明确体

现。在空间结构中，他借鉴了唐宋山水宏

大气格的高远构图法，有意识保持“焦点

透视”特征，同时也“ 自觉地提高视角”，

把广袤天地尽收笔底，以俯视角度导引观

众 随 他 遨 游 天 际 ，遍 阅 万 山 ，感 受 壮 阔

气势。

正如许钦松所述，他的山水画很注重

山 体 地 质 结 构、山 水 云 雾 相 互 关 系 的 研

究。厚重雄强的山体质性何以表现，壮阔

宏大而又灵动变化之美怎样传达，这都是

一个山水画家需以创造性方法解决的专

业课题。而这一专业的答案如何，则决定

了他的作品价值如何。许钦松恰好在此

发现了他的优势所在。正如他所言“从事

版 画 专 业 ，给 我 提 供 了 一 个 创 新 的 因

素”。他将多年从事版画创作的体验，顺

理 成 章 引 入 到 山 石 形 质 的 造 型 语 汇 中

去。版画重黑白，省却许多繁杂累赘，删

繁 就 简 是 其 长 处 。 刀 刻 意 味 的 俊 朗、坚

实 、明 晰 、简 括 ，则 可 补 传 统 笔 法 之 不

足。再略作分析，他所画山体，一是喜用

积点成面去造型，二是常见侧锋块状的笔

墨。这些，都若隐若现透出他由版画转入

中国画，版画技法元素与唐宋山水笔墨交

叉糅合的特征。他由此尝到甜头，“版画

创作因素介入进来，强化了山体语言的重

量感、力量感。”

其实，这又不过是他所做的综合性探

索的一方面。他说：“艺术要在不同种类

的交融中获取新的养分。我在山水画创

作中，运用了版画功底和木刻技巧，融入

了水彩、水粉的色彩意识，甚至平面设计

的 构 图 方 法。”在 山 水 画 中 融 入 油 画、水

彩水粉的色彩语言，乃至现代设计的图式

结构，这对于传统型的老一辈画家，可能

是不可思议的。许钦松具有当代广东人

的开放性思维，只要有助于加强山水画的

表现力，能传达厚重感和力量感，种种方

法 都 不 妨 为 我 所 用 。 他 曾 做 自 我 总 结：

“ 我 的 山 水 画 的 鲜 明 特 点：一 是 构 图，变

传统山水画的散点透视为焦点透视；二是

用色，改变传统国画推崇的纯水墨，画出

自然界色彩的丰富变化；三是光感，改变

传统国画画面的散光，将山水沐浴在自然

光的笼罩之中。”

由于开放型的思路、综合型的方法，

传统的山水笔墨技法到了他手里不啻于

猛 虎 添 翼。“ 在 我 的 山 水 画 中，追 求 视 觉

冲击力，在巨大的展示空间中，要有把观

赏者从远处吸引过来的能力。我认为这

是 现 代 创 作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这 一“ 能

力”，在 西 方 艺 术 哲 学 中，经 典 的 诠 释 是

艺术的“视知觉”。它首先是作 品 形 式 的

张 力 ，同 时 也 是 作 品 内 涵 的 魅 力 。 而

这 一 切 ，却 只 能 通 过 技 法 语 言 落 实 在

作 品 上 。 从 多 方 摸 索、多 年 探 寻 到 自 辟

蹊 径 ，许 钦 松 已 不 再 是“ 摸 着 石 头 过

河 ”。 他 终 得 以 为 表 达 山 川 的 博 大 、雄

伟 气 象，为实现自己心目中的艺术目标，

从技法层面的突破开始，找到了创作上的

可操作途径。

对 于 一 个 画 家 ，达 至 这 一 点 岂 易

言哉！

现时的许钦松处于旺盛的“现在进行

时 态”，正 在 不 断 前 行，不 断 为 自 己 提 出

富 于 挑 战 性 的 课 题 。 例 如，他 说 道：“ 近

年来，我把研究的课题重点放在‘水墨山

水’的创作上，在创作中主要想解决以下

几 个 难 题：首 先 是 技 巧 问 题，如 何 在‘ 厚

重’与‘ 灵 动’之 间 寻 找 一 种 平 衡 。 作 品

既 要 浑 厚 又 要 空 灵，要 使 之 达 至 和 谐 统

一；第二，如何使‘ 第一自然’向‘ 第二自

然’的转换。就是说，要让‘眼中的场景’

转换为‘ 心中 的 境 象 ’；第 三 ，艺 术 语 言

既 要 有 创 新 又 要 有 承 传，两 者 如 何 完 美

结 合 ，值 得 深 究 。 我 希 望 用 5 年 时 间 走

进 这‘ 水 墨 山 水’，相 信 一 定 会 找 到 属 于

自己的个性语言、个人 风 格，创 造 出 有 新

意 的 山 水 画 作 品 。”许 钦 松 还 说 道 ：“ 我

要 画 一 批 篇 幅 巨 大 的 山 水 画 。 一 个 山

水画家，一辈子没有大画支撑，是说不过

去的。”

这 里 ，不 仅 坦 承 了 他 对 自 己 的 高 要

求，更让人看到了他的一种担当精神。作

为当今广东画坛的领军人物，许钦松有着

难得的文化自觉。

解读许钦松并不容易。其原因在于，

他 的 作 品 已 越 出 了“ 岭 南 画 派”范 畴，且

包含着许多跨门类的要素。而另一个困

难 的 问 题 ，是 他 正 在 路 上 ，还 在 继 续 探

索。面对着许钦松以往的作品，有人说看

到 了 他“ 易 刀 为 笔”的 特 长，有 人 则 感 受

到“ 青 秀 出 苍 豪”一 类 特 色，这 些 确 乎 说

得不错，但尚嫌不很透辟。或许真是“旁

观者清”罢，上海画家施大畏的角度便不

同了。他赞赏许钦松“既有广东特点同时

又发挥了广东特点，这很了不起。一个地

区走出来的画家，必须要打破自己的地域

文化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局限性”。

这，才真正是关键所在。打破了地域

文化的局限性，让许钦松的山水画得以呈

现出更明确的个性化和精神性特征。归

结起来，许钦松近年的山水画创作，最为

重要的是以下几点：一、创作观念完成了

自“器”到“道”的升华；二、立意造境到达

了由物象而心象的跨越；三、技法语言实

现了从融合到综合的转换。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型期。在许钦松

之前，广东已有“二高一陈”的开宗立派，

接着是关、黎一代画人的各领风骚。而许

钦松作为一个当代山水画家的意义，在于

承传和光大了岭南画坛的革新和创造精

神，他是岭南山水的革新者。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中国美协

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

生导师）

昆仑（国画） 240 厘米×600 厘米 2011 年 许钦松 南粤春晓（国画） 250 厘米×500 厘米 2008 年 许钦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