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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专刊

王红莉：笔名潇雨、若涵、妙函居士，国礼画家、作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日本冈山市教育委员会特聘教授、《版画聚焦》杂志总编。1945 年 3 月生于洛阳，早年毕业于

西安美院，40 年来致力于中国画创作，专攻工笔仕女、工笔鹅卵石、工笔动物及写意花鸟和重彩工笔花鸟。王红莉多次在日本、澳大利亚、阿联酋、印度尼西亚举办画展。作

品《国色天香》被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市长 RexWright 先生珍藏，《富贵长春》被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商会会长叶润生先生珍藏，作品《富贵如意》被阿联酋萨利赫王子收藏，《富贵

吉祥》被哥斯达黎加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里亚斯收藏，作品《大富贵》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作为国礼级礼品赠送泰国第十一届侨联主席方志雄先生珍藏，绢本画

《国宝熊猫》被作为中国国礼指定礼品，《江山如此多娇》作为国礼级礼品赠送美国曼哈顿“前进会”；2012 年 9 月 19 日举办的“中国之美书画之北京太庙走红地毯活动”被中央

电视台四套实况转播。王红莉认为：所有的美都产生于安静，都必须于安宁中得以孕育和生发。假设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安宁和静寂，包括艺术美在内，所有一切幸福感

都不可能发生。

知道潇雨（即王红莉）这个雅号，是

由她的一位无锡籍小妹潇莲介绍的。此

前我曾拜读过她的一些工笔画，那些飞

禽走兽，那些花卉树木，那些俊男靓女，

活脱脱真的一样，甚至比真的更鲜亮、更

鲜活。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她用了一支

什么样的画笔，在纸上把那些物景给画

活了，画出了生命的境界，而我们就这样

被那些画面一遍遍莫名其妙地温暖着。

2010 年 5 月，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召

开的一次散文峰会上，我们有缘相识，之

后我们常有电话或短信往来，逢年过节

或兴之所至，她常用手机发来一些古诗

词，如：忍养安，乐养寿；爱养褔，善养运；

佛养心，道养行；学养徳，诚养誉；礼养

和，动养身；天养地，古养今。王红莉祝

你吉祥! 等等。并好几次用快件寄来她

和别人的字画送我们收藏。其间她曾两

度来无锡顺道来笔者寒舍用过便餐，可

谓缘分不浅。

吐气如兰，缘于心香如蕙；举止高

雅，在于德行高远。王红莉出身书香门

第，自幼跟着父亲习字，坚持不懈。5 岁

时就迷上了剪纸，花卉、动物都剪得栩栩

如生；10 岁开始学习国画，与丹青定下

终身。丰富的文化底蕴再加上广泛的爱

好，为其后成为画家、诗人、作家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而她良好的修养也反映在

画作之上，王红莉的画风格多样、题材广

泛，古往今来、山水风光等都是她笔下描

绘的主题。她的工笔画尤其引人注目，

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风格，无论是写实

还是写意，都表现得恰到好处。但最突

出的特色则是美。王红莉的画作美得灵

动，笔下的仕女秀丽淡雅、山河雄美壮

丽。虽然是女性，但王红莉的画作却不

仅仅有女性画家特有的纤细、敏感。王

红莉专攻工笔仕女、工笔鹅卵石、工笔动

物及写意花鸟和重彩工笔花鸟。其笔下

的工笔仕女用笔细腻，传神写照，线条流

畅，少女一颦一笑，亦庄亦谐，神态各

异。加之画家文化底蕴深厚，用诗配画

深含寓意。画中含诗，诗中有画，画中含

有诗韵和特定的情趣内涵，更为珠联璧

合。画家画风淡雅清秀、幽娴贞静，工笔

仕女人物呈现出潇洒气韵，神思之妙融

入画中，有典雅的古朴韵味，恬淡如水，

轻絮如云。少女栩栩如生、玉洁冰清、坚

贞高贵、逸韵飘然、淡雅清秀，使人感到

画家内心世界的博大和娟雅，纯真和美

好。美女与野兽同在，美人与自然交融，

呈现出一种置身物外的超脱。她的仕女

画充分体现出了对古代美女的审美取

向，体现出一种东方神韵和审美价值，人

们在观画的同时获得心灵上的满足。

王红莉笔下的鹅卵石，用写实手法

展现真貌，注重追求生机美、动势美、神

韵美和意蕴美。她笔下的工笔鹅卵石

不仅画出了石头的骨气，而且画出了石

头的灵气，写出了石头的生命力，静中

有动，产生了无限灵气和生机。鹅石

依依，山泉清碧，顽石依水生，水绕青

石流，表现出了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和

谐与交融，令人忍不住产生无限的遐

想。生命有限而石头永恒。她画的石

头融进了典雅的诗品、自然的诗品、清奇

的诗品。简淡和雅，无我之言，潜含着

“不可见”而可感的“内美”：一种机趣神

韵。大小不一的鹅卵石在她的笔下形成

一道亮丽风景，也一定会给你带来心灵

上的慰藉! 把鹅卵石这一自然美与艺术

美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探索生命的

价值、生命的轨迹，使其得到心灵的净化

和超脱。画家笔下的鹅卵石，如一道五

彩斑斓、绚丽夺目的彩虹。当你漫步在

这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和艺术美的林荫

小道时，那样的清词丽句，诗情画意的

清风幽香扑面而来。

王红莉笔下的藏獒、老虎等艺术造

型逼真，运笔细腻，撕毛到位。传神写

照，师古而不泥，笔下彰显藏獒的雄风，

老虎的王者风范。王红莉笔下的藏獒高

原情缘系列，用笔撕毛细腻，动物动态威

风，彰显出藏獒的野性和雄猛。她笔下

的藏獒金毛耸立，栩栩如生，眼光注视着

前方叫人看后望而却步，令人真正感受

到它作为卫士和战神的忠诚和勇敢。看

到这些气势磅礴的作品，藏族少女和藏

獒组合的高山情缘，相得益彰。王红莉

的工笔老虎具有撼人心灵的独特魅力。

可以说中国历代画虎高手者众多，当代

画工笔虎的大家也比比皆是。但面对王

红莉画的老虎，人们总能得到另外一种

心灵的感悟。她的老虎不仅形似，重要

的是更为神似。在虎虎生威中似乎还多

了几分端庄、几分威风。硕大的虎头占

据了整个画面，虎毛虎须根根可见，威震

八方显出王者风范。威严威风的眼神

中，仿佛让人感受到一个虎国王后的内

心世界，令人忍不住想与虎国王后进一

步的情感交流。神似的画风，过硬的绘

画功底，娴优的表现手法让人称绝，让人

很难想这是岀自一位纤纤女画家之手！

画家的重彩工笔花鸟和写意牡丹，

中西技法并用，笔下工笔牡丹含蓄典雅、

清新婉丽、芳容丰韵，展现出了牡丹王

气，冠压群芳，韵味隽永。作品画面结构

严谨，画法多变，笔下的重彩花鸟画和写

意牡丹，笔墨酣畅、色彩搭配合理，彰显

出深厚的文化内涵。

画家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仿佛可

以关联也可以不关联，即便是一个极具

写实精神的画家，灵魂和情感也能够率

性地采取一种“去生活”的姿态，这是一

种必要的选择。从画家王红莉的心灵半

径上来看，她深爱着大自然的同时也爱

着历史和现实，她用心灵色彩来表现自

然和人伦。她的所有表达，都依托于纯

美的心灵。这有别于作家和政客，有别

于商人和投机取巧者，也有别于农民和

总是默默无闻的植物界，当然，也有别于

其他画家。在王红莉的眼界中，自然永

远是神圣的，无论是花瓣或者花香，都淡

泊在一种宁静的和谐中。任何一个画家

的自然属性，都比一个诗人一个作家，或

者其他任何一种人的自然属性真纯。画

家的心灵总是与神仙为临，所以画家的真

心很有飘逸的神性；画家的心一般都是潜

伏着的，很绵软，也很安静。这显然是个

没有被人类注意过的哲学，这个哲学命题

迟早会给人类带来福音。1999年至2005

年，王红莉远离喧嚣，与外界断绝了所有

往来，潜心作画。在那段清贫而寂寞的日

子里，王红莉淡然处世、心态平和，她的画

作在这段日子里也得到了提升。王红莉

的作品开始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色，总

是透露着宁静致远的美感，让欣赏的人

也能得到心灵的宁静。画为心像，从她

的作品中，可以窥到一个恬淡的王红莉，

似乎也能从这份宁静中看到她成功的秘

诀。哪怕只是片刻的安宁，都有可能成

为美的胎衣。可是这种真正的安宁，真

正的心灵的宁静，一直以来都难以经

营。正因为这样，能够身心娴静、淡然处

世的人原本就很少，也正是这个原因，人

们生活得虽然富足，却很痛苦。王红莉

说，一个好的画家，就需要沉淀。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秘书长

丁宁在一部美学著述《艺术是教不出来

的》的序言中写道：“艺术到底可以不可

以教？这是特指从事艺术创造的能力可

否在学院里学习到手。当然，这不是什

么问题，同时，这却又是个问题。说不是

什么问题，是因为事实上艺术一直在教，

古往今来，从未停歇，而且，艺术学院最

引以为自豪的也是那些从中毕业而又日

后获得巨大成功的艺术家。所以，英国

的皇家艺术学院会把大卫·霍克尼的雕

塑放置在显要窗口的位置上，而芝加哥

艺术学院则会津津乐道于杰出的毕业

生，如克拉斯·奥尔登堡、乔治亚·奥基弗

和杰夫·昆斯等。可是，艺术是否真的是

教出来的？这又是一个不断被问及的问

题。究竟是艺术学院成全了毕业的艺术

家，还是因为艺术的天分而不需再学的

毕业生成全了艺术学院的名声？有人甚

至认为，正是那些天分甚高的艺术学子

对学院藩篱一以贯之的抗拒和背叛才有

了艺术的真正创造。因而，与其说是学

院教出了艺术家，还不如说是艺术家的

名声支撑了徒有虚名的学院。问题是否

成立，其实要看提问者的立场和用意。

强调学院权威力量的人一定对艺术可以

教的结论深信不疑，同时会用一套套的

理论来证明艺术学院中‘教’的种种理

由；相反，对艺术学院是否可以教出艺术

家持深刻怀疑态度的人则从来就认为，

来自学院的一切只是一种束缚而已，唯

有那些对天分坚信不疑同时自辟蹊径的

人才是真正的艺术家。”作为当代西方艺

术界最有名的文艺评论家之一，美国芝

加哥艺术研究院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

术批评系教授、主任，著名艺术史博士詹

姆斯·埃尔金斯发现在艺术教师里“我们

对自己的所为知之甚少”，他撰写的这部

著述正是为那些进行艺术学习的人阐明

了学习艺术的各种经验，也为正在艺术

大门外徘徊的人打开了一扇饶有趣味想

让人一探究竟的窗户。我之所以摘录以

上这段似乎与本文不太关联的文艺理

论，是想说明一个观点，即王红莉女士之

所以能成为一个工笔画的生命符号，其

实道理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天性，天性的

聪慧与顿悟。

画为心像是一种心态，人淡如菊是

一种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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