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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旁骛 专注于斯
实习记者 周 荃

当他拿起画笔，眼中心中便只专注于面前的画作：近处白雪皑皑的

寂寥，中间雪压松枝的厚重，远景薄雾弥漫的温柔。观看他作画的人们

都情不自禁放轻脚步、压低声音，生怕打扰了画面上那个清幽美丽的水

彩世界。

水彩画是陶世虎的挚爱，是他捧在手心呵护的珍宝。沉浸在水彩

画的山山水水里，他专注忘我。曾经为了完成创作他相当长一段时间

没有出门，再次与夫人下楼散步时竟然疑惑：“咦，不是冬天才过吗，怎

么忽然之间树叶全绿了？”这个插曲成为亲友间的笑谈，人们却也在这

“曾不知何年何岁”的玩笑里感慨他对绘画的专注与付出。陶世虎说，

“我不是天才，却是一个非常认真、追求完美的人。既然画，就要付出全

部努力。”

扎根生活，突破自我，陶世虎的笔触里是恬淡怡然的宁静致远，画

面斑驳光影间流露自然与心灵的契合。心无旁骛，执笔画千山万水；专

注于斯，从容看云起云落。

当你站在《二月》前，欣赏这幅表现精到入微而又把握整体气势，细

而不腻、凝重而透明的水彩画时，不论近看还是远望，你都会被深深吸引

住，不忍离去。它表现了二月沂蒙山区的景色：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就要

到来，近处山坡上，残雪尤存，远处林木成行，充满生机。透过树丛，远山

隐约可见，你仿佛登上高处，襟怀开阔，精神舒爽，会感受到一种宁静、幽

深、博大朴素的美感。

陶世虎极为精微的写实画风，可以说发展到已近于极致，最为可贵

的是他的作品既发挥了水彩画透明滋润的特色，又有油画的厚重感。它

不是油画，也不是照片，它比照片更概括，更生动，更具有生命力。他创

造了一种新的表现技法，达到了相当高的表现力：一笔一笔、一块一块地

表现形体、明暗、色彩、质感，并在整体把握中表现感情，表现生命，创造

出深刻的意境来。用这种表现方法创作，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强的毅

力，因此他可以创作巨幅作品。故而有人说，看陶世虎的水彩画，可以意

识到水彩画已经不再是小画种、轻音乐，而成为大画种、交响乐了。

于精微至广大
袁振藻

作 品
评 论

从事高校美术教育 40 余年，陶世虎

尽心尽力为推动中国水彩画发展和美

术教育事业进步而倾心奉献。自 2001

年任青岛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以来，他身

体力行，行政、教学一把抓，不仅追求自

身学术层次的提高，也注重带动整个青

岛大学艺术学科的发展。

来青岛大学初期，学校师资力量较

弱，各方面尚不完善。陶世虎亲自参与

制定教学大纲，规定教学方案、课程设

置的细节，又从全国范围引进学有建树

的专业教师充实教学力量。2001 年到

2002 年初，他以学校为家，经常彻夜工

作。2002 年 4 月，连续高强度工作的陶

世虎身体不堪重负，晕倒在家门口，磕

掉了三颗门牙。当被记者问到这样做

是否值得，他说：“我没想这么多，只觉

得应该这样做，就做了。”而他的夫人则

在一边叹气说：“世虎这些年兢兢业业，

从来就不是为了自己。”

学生们评价说陶世虎老师为人朴

实，治学严谨，从不喜欢随意说一些太

过赞誉自己的话，更多的时候则是默默

做事情：比如冒着大雨到淄博买造型训

练所需要的瓷器，并且亲自摆放每一件

瓷器到相应的位置方便学生练习；比如

带领学生们去青岛写生，清晨 4 点多起

来画日出，深夜为每一个学生的画作点

评、修改。有时候他因为低血糖而晕

倒，第二天仍照常起床作画。教学期

间，陶世虎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人品作风等。他认为品格修养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艺术道路的长短。“不为时

尚所迷，不为金钱所动，耐得住寂寞，才

有可能触碰成功。”

在他的带领下，青岛大学美术学院

师生作品在 2004 年第十届全国美术作

品展中入选 24件，获奖牌 7块，获奖等级

和 数 量 均 处 于 全 国 高 校 同 类 学 科 前

列。以他为主要学术带头人的水彩学

科，被山东省文化厅评为“山东省文化

艺术科学首批重点学科”，本人被授予

“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首批重点学科学

术带头人”，并被评为青岛大学优秀教

师。2005 年，以陶世虎为首的教学成果

“当代中国水彩画教学与创作实践研

究”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被山东省教育厅评为“省级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实现了青岛大学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零的突破。对于这些

成果，陶世虎谦虚地说：“在其位谋其

政，促进美院发展是我职责所在。不仅

是我，任何一名美院的师生在这几年都

为美院作出了贡献。”

对于中国水彩画今后的发展方向，

陶世虎持乐观态度。“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的水彩画事业迅速发展，这离不开中

华文化自身强大的文化底蕴，也离不开

中国美协的积极推动，但更关键的则是

众多水彩画家们的努力探索。”陶世虎

说，中国的水彩画家在接受西方水彩画

的同时，自然地运用中华民族的审美意

识加以改造，形成当代中国水彩。作品

的东方风度、古典气质，无一不体现了

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文化精神。但同

时他提出理性看待中国水彩画发展的

利弊：既看到东方水彩画在运用水色语

言的意境优势，也要了解到我们对西方

传统水彩画的精华尚认识不足。“引进

来，才能走出去。水彩画毕竟是一个舶

来艺术，我们要先吃透它的精华部分，

再为我们所用，突出东方特色。”

在跨向极致的过程中，陶世虎饱尝

“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艰辛求索，也品味

到“蓦然回首”的顿悟喜悦。成功没有

捷径，但奋斗之路因深爱而苦乐于斯。

“以后的时间里，我会逐渐放下其他事

情，更加专注于作品本身。从容正意，

不为媚俗潮流所动；淡泊静心，极致的

顶点永无休止。”

—访水彩画家陶世虎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实习记者 周 荃

顺其自然 画心两悦
陶世虎与绘画结缘可以用八个字

来概括：顺其自然，水到渠成。这是他

与绘画的双向选择，在作画过程中爱上

这门艺术，而其作品不断被肯定则印证

了他在绘画方面的天赋与造诣。从国

画入门到中期学习油画，再到不惑之年

进行水彩画创作，他从未刻意转变自己

迎合潮流，更没有任何急功近利的心

态，一切发展如水流般静淌，水到渠

成。“拿起笔，就画了。画着画着，便爱

上了水彩画世界里的山情水意。”

出生于 1948年的南京，陶世虎 6岁

时与周围的孩子们一起学画画，“那时

候没有什么喜欢或者不喜欢之分，大家

都跟着老师画，但时间久了，只有我的

画总被老师拿出来夸奖，就逐渐产生了

兴趣。”就这样在经意不经意之间，陶世

虎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绘画。

“兴趣是最大的动力。”陶世虎说。

众所周知，任何辉煌的艺术成就都离不

开周而复始、甚至有些枯燥重复的基本

功练习。然而在陶世虎眼中，即使是最

普通的线条、造型训练都盎然有趣，“每

个石膏像都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

石膏像，摆在不同的光线下也呈现出不

同的光影效果。这样的训练很有意思，

怎么可能觉得无聊枯燥呢？”陶世虎认

为，绘画艺术不同于其他学科，实践是提

升作品水准的最佳途径。“只有多看、多

想、多画，才能提高。”在内蒙古师范大学

学习西洋画期间，陶世虎被称为“拼命三

郎”，以组织同学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

画石膏而成为学校名人。晚上陶世虎作

画时，若逢学校值班人员来关灯，他就趁

工作人员走远后起来点上灯继续画。

“什么是苦呢？人生在世，能做自

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并因此对社会有

所贡献，是很幸福的。”陶世虎说。

钟情水色 笔意幽深
有人评论说，“看着陶世虎的画仿

佛可以走出三里地去。”他笔下的山

河不是简单模拟天然景观，而是透过

层层水色表达了他对博大深邃的自然

最 真 挚 的 情 感 。 走 过 雄 浑 壮 丽 的 高

山，踏过汇集成河的涓涓细流，他如一

个孜孜不倦的探索者，于山水尽头的

无人之境取苍凉之景，尽细微之广大，

感宁静而致远。

1989 年，陶世虎完成第一幅正式

水彩画作品《柱》。该画采用垂直式和

水平式的大透视画面构图，雄浑厚实

而又亮丽透畅，精细写实中透出浪漫

的象征主义神韵。《柱》入选了第七届

全 国 美 术 作 品 展 ，得 到 专 家 高 度 赞

扬。自此他坚定地展开了在水彩画领

域的深挖与创作。虽然成长于南方，

但几十年的北国经历让他爱上了鄂尔

多斯高原的豪爽大气、齐鲁山水的深

厚雄浑。拿起画笔，笔尖蘸取的是水

色墨彩，画下的却是岁月在内心的发

酵与沉淀。“一切景语皆情语”，《故土

萦怀》中，陶世虎表达了他对内蒙高原

生活的回顾与怀思；《沂蒙山系列——

秋韵》、《二月》表达了他对质朴宁静生

活的向往；1996 年创作的水彩作品《生

命》则以象征的手法咀嚼回味人生的

甘苦。他多次在大兴安岭地区写生，

经常一个人沿着小径走向密林深处去

感受大自然的荒凉；或者于清晨傍晚

静候光影变换的动态瞬间：沉沉积雪，

密密青苔，淡淡远山。在最原始的苍

茫中探寻内心世界。

水彩画源于西方，以水为媒介，与

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陶世虎的作品中，你能看到西方传

推向极致 无欲则刚

统水彩画的光影变化，又能在笔墨线条

间又感受中国画的骨法用笔。他认为

中国文化的精华在于“容”，即海纳百

川、兼收并蓄。绘画是一种表现形式，

作为中国的画家，笔尖流露的是上下五

千 年 的 文 化 传 承 。 留 白 、飞 絮 、皴 擦

……中国画的元素远远不局限于纸面

上的某个题材或意向，更是一种胸有成

竹、心无沟壑的作画态度。

虽是半路出家研习水彩画，但陶世

虎 对 这 门 艺 术 有 着 细 腻 而 极 致 的 深

爱。在生活上不拘小节的他在创作时

却一丝不苟，绝不马虎。在他的印象

中，最多一次画了 22 遍相同的题材才达

到满意的效果。故而每一次他的新作

问世，都能以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精湛的

表现技法给人以博大而精细、俊逸而清

新、宁静而致远的艺术享受。“我的年

龄大了，这一点必须承认。”陶世虎说，

“在体力允许的前提下，我会探索新的

突破，但更重要的是认真画好手头每一

幅画。”

《薄暮余光》

《圣山玉水》

《斜阳》

陶世虎，1948年出生，祖籍上海。内蒙古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现为中国

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水彩画艺委会副主任、山东省美协顾问、山东省美

协水彩画艺委会主任。原山东省美协副主席，青岛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曾被评为“山东省文联系统德艺双馨中青年艺术家”、“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首

批重点学科带头人”、“青岛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省高校教学名师”，享

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代表作品有：《生命》、《沂蒙山系列———秋韵》、《故土萦

怀》、《长白晨曦》、《圣山玉水》等。

标题题写：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朱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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