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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朴典雅的书房中，刘宝纯

正聚精会神地在案上挥毫泼墨。

虽已年过八旬，但先生精神矍铄，

思路清晰，早年的学画经历、对山

水画的感悟等话题如宣纸上的泼

墨山水般渐渐铺展开……从中享

受到的不仅是艺术情感的熏陶，

更是文化内涵的滋养。

勤于思 敏于学

1932 年，刘宝纯生于山东省

荣 成 市 南 部 黄 海 之 滨 的 铁 槎 山

下。从小生活在依山傍海的环境

下，刘宝纯对大自然的美有着超

常的感知。“铁槎山自古就是佛道

共存的一座名山。从海上看，这

座山像一条船；从陆地上看，山随

光影而变，时为黛蓝，时为墨黑，

山海相映，雄伟壮观。”与此同时，

浩 瀚 的 大 海 也 带 给 他 无 尽 的 遐

想。“童年时，我常伫立大海边，眺

望碧波蓝天，流云白帆，寄托美的

情 思 ；也 常 以 树 枝 为 笔 ，沙 滩 为

纸，勾画质朴生活的倩影。”

刘宝纯自幼酷爱绘画。由于

外祖父家是书香门第，收藏了许

多书画和画谱，所以他经常去翻

看，并临摹了家乡大量散存的墨

迹。“我的舅舅能写擅画，经常辅

导我。那时逢年过节，左邻右舍

就请我给他们作画，而且要挂在

中堂。”说起儿时对绘画的热爱，

先生脸上满是自豪：“那时，画画

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上小学时，有一次，刘宝纯给

老 师 画 像 。 由 于 他 画 得 像 模 像

样 ，老 师 称 赞 他 以 后 可 以 当 画

家。“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画家’

这一职业。从此，‘画家’这个称

呼就在脑海里深深扎了根。”刘宝

纯回忆说。

到了青年时期，刘宝纯对绘

画的热爱分毫未减。听从家里的

要求考入当时的山东财经学院学

习 后 ，他 仍 在 课 余 时 间 坚 持 作

画。“周末我经常去古籍书店，看

了很多古诗词的书和画册。其中

有本刊物叫《故宫周刊》，里面有

历代名画，我都临摹过。当时条

件差，我都是在宿舍的床板上临

摹和创作的。”先生认为，正是那

个时候艰苦的条件，才造就了他

刻苦学习和勤于创作的精神，为

他日后的成就打下坚实基础。

师造化 得心源

六十多年来，刘宝纯踏遍中

国 的 名 山 大 川 。 泰 山 、黄 河 、黄

山、长江……多少名山胜景、大江

大河一次次出现在他的画作中。

对每座山每条河独特的意韵和文

化 内 涵 ，刘 宝 纯 早 已 了 然 于 心 。

“比如‘五岳之尊’泰山，它是一座

蕴含着中华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

的名山。比如‘母亲河’黄河，在

造福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蕴藏

着大愚大智、大厚大美。”

同一处景观，在刘宝纯的画

笔下也总是呈现出不同的韵味。

“ 大 自 然 的 变 化 是 日 新 月 异 的 。

比如黄河，我第一次去看与第二

次 去 看 ，印 象 是 非 常 不 一 样 的 。

也可以说，最关键不是自然条件

的改变，而是人自身的改变。可

能我第一次去看时注重看它的自

然风光，后来再去看时，更多地是

从情感层面上去体会它的厚重。

思想的提升、技法的熟练，表现到

画面里肯定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对于松树，刘宝纯有着特别

的情感。“我总认为它们符合我的

性情，所以我对松柏的属性做过

深入的研究。”古人所画的松树，

凡是能找到的印刷品，他几乎都

临摹过；到山上写生时，凡是有松

树，他几乎都单独画过。“泰山后

石坞的松树，我画了几十遍，几乎

所有的树，哪里有个枯枝，哪里有

个疤痕，我都记到脑子里去了。”

如何把写生所得融入创作？

如 何 在 创 作 中 吸 取 自 然 的“ 灵

魂”？刘宝纯认为，从写生到创作

是一个飞跃的过程。“写生更多地

是表现感性的东西，而真正创作

的时候，应该把看到的、感受到的

东西融化在心里，再经过画家的

修养和风格展现出来。”

诗画交融 相映成辉

有人说，用“诗画交融、相映

成辉”这八个字来评价刘宝纯的

艺术成就是再形象不过的了。作

为誉满华夏的山水画家，刘宝纯

先生的卓越成就不仅体现在中国

画上，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常年钻

研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使诗、书、

画、印四艺融于一体，达到了诗中

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完美

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文人书画艺术

的精髓和风韵。

“中国画就是中国文化的延

伸，由中国文化引领。在学画的

时候，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那

就是中国画必须有两个翅膀：一

是书法，二是诗词。”在刘宝纯看

来，书法是画的风骨，诗词是画的

灵 魂 。 没 有 风 骨 没 有 灵 魂 的 画

作，很可能就是个图解，谈不上内

在的思想高度与深度。

遵循着这种精神，刘宝纯在

学画的同时还写帖临仿并学着作

诗。“我把所有见到的好字帖都临

写 过 ，还 尽 量 多 读 古 人 的 诗 词 。

对 于 怎 么 写 诗 我 也 做 了 很 多 研

究。”2007 年，以山水为主的旧体

诗集《刘宝纯诗集》由中华书局出

版发行，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题

签书名,著名诗人苗得雨、郭廓和

王魁章分别作序、作跋。

“总之，书法、诗词对我的画

有相当大的好处，一幅画有诗意

才能有意境。以我创作的《步云

桥仙境》一诗为例：千山杳杳竞云

合，一水潺潺辟云开。松自悬崖

穿云过，人从绝壑乘云来。这首

诗就体现了‘画中有诗、诗中有

画 ’ 的 原 则 ，把 它 题 写 在《步 云

桥》这 幅 画 上 ，人 们 在 赏 画 的 同

时，再感受一下这首诗，感觉和收

获 自 然 是 大 不 一 样 的 。”刘 宝 纯

说。

艺术家的使命
上世纪 60 年代，刘宝纯创作

的《红透山谷》、《黄河——今日花

园 口》、《植 树》参 加 了 全 国 美

展。1971 年至 1976 年，刘宝纯和

画友先后沿着黄河、海河、淮河、

长 江 写 生 ，并 出 版 了 系 列 画 集 ，

在 当 时 沉 闷 的 美 术 界 掀 起 阵 阵

波澜。正是这些作品，使他名扬

画坛，乃至成为中国新山水画派

的 重 要 代 表 人 物 。 谢 稚 柳 先 生

看 到 他 的 黄 河 、海 河 、淮 河 写 生

画 稿 之 后 说 ：“ 中 国 画 有 希 望

了！”国家博物馆副馆长、著名美

术评论家陈履生先生也曾表示：

“刘宝纯先生是 50 年代以来中国

新 山 水 画 一 派 延 续 发 展 的 重 要

代表。”

对于众多大师给予的高度评

价，刘宝纯认为，这是因为他画的

山水是从生活中来的，从名山水

系中来的，是从祖国日新月异的

发展变化中来的，具有强烈的时

代气息。更重要的是，这些画面

富有生机，给人以精神上的提升。

刘宝纯告诉记者，在长期的

创作中，即使自己的情绪不太好，

在画中表现出来的情绪仍然是积

极向上的。“我愿意把我不舒服的

因素变为美好的意境，让观众都

能得到愉悦。”于是，在刘宝纯的

笔下，树成行、田成方、水成网，一

切都给人以无限的希望。“有人看

了我到黄河、海河写生的作品说，

那里没有树啊，你的画上怎么那

么多树？我说，会栽上树的。我

只不过是按着人们的愿望和规划

远景画罢了。把美的东西反映出

来，这应该是艺术家的一项责任

和使命。”

先 生 已 逾 八 十 高 龄 。 当 记

者 问 到 他 还 会 不 会 继 续 坚 持 写

生、创作时，刘宝纯肯定地回答：

会 的 。“ 如 果 说 我 用 八 十 岁 的 精

力去读中国的这部历史，那么在

今 天 ，我 读 到 了 最 好 的 一 段 ，这

是 中 国 的 盛 世 。 使 我 尤 感 幸 运

的是，赶上了中央提出并带领全

国 人 民 建 设 文 化 强 国 的 历 史 时

期，我很愿意为此作出自己的贡

献。”

《观泰山飞泉》

长松生风千尺挂，幽谷鸣泉落红飞。

雨洒晓径芳草路，风飘幔卷白云归。

《登泰山碧霞祠》

泰岱凌空相望冷，碧云极顶客子攀。

仰望仙桥红树外，俯视天街七彩间。

《后石坞飞瀑》

缓步松荫云杳杳，涛声击石叠波澜。

古雅苍阶凝露湿，雄浑瀑水坠空寒。

《雁飞雪月夜》

无边风物千仞起，苍山夹乱万峰腾。

飞雁穿过天上雪，烟凝雾敛月窟冰。

《高山望海月》

晴空历历秋光冷，惊涛拍岸夜色凄。

烟锁雾结天风隐，高山望远海月低。

《征雁歌》

西阳夕照破红蒙，丹枫闪烁半林红。

世事尘凡难自料，一字征雁划长空。

《白梅赞》

乱山残雪过风雷，白梅缀玉冰霜催。

浩态孤芳需善养，只留风骨不称魁。

在 2012 年 5 月召开的山东省

第十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培育

壮大齐鲁画派等品牌。山东省成

立了推动形成“齐鲁画派”工作领

导小组，采取多种举措助推“齐鲁

画派”成长。

作为山东书画界领军人物之

一，刘宝纯先生也长期关注着“齐

鲁画派”的发展。并对画派的形

成有着自己的见解。

刘宝纯先生认为，齐鲁画派

的形成，至少需要这样几个条件：

一是深厚的历史渊源，山东有

齐鲁文化即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思

想作支撑，可以说儒家文化影响熏

陶着历史以来无数的山东画家。

二是地域文化，“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山东人的粗犷、豪放、

侠义又不失细腻婉约的性格，造

就了一批体现在美术作品中风格

相同的齐鲁画家。

三是山东在历朝历代都出现

过彪炳史册的大画家，他们对于

山东的美术创作有建树、有贡献，

也形成了山东美术创作非常厚实

的基础。

四是在当代有一支庞大的有

创作实力、团结和谐，并且老中青

梯次结构的美术大军。同时，青年

画家在不断崛起，使山东的美术创

作有很强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另外，现在有政府和各级文

化组织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为形

成一个整体性的画派提供了不可

或缺的条件。

刘宝纯认为，山东风格的山

水画，一般都表现大山大川大海

苍松翠柏等北方景物，笔墨多遒

劲有力、气势磅礴，给人以大气、

大美和昂扬向上的感觉。通过作

品一方面体现出山东画家直率、

豪放的性格和刚柔相济的儒家之

风，一方面体现出知仁兼备、中庸

质实和经世善进的文化内涵。

刘宝纯：山东已具备
形成齐鲁画派的条件

蓬莱 泰山瑞雪

刘宝纯, 1932 年生于山东省荣成市, 现为中国国家画院院

委、研究员, 山东省文联名誉主席, 山东省美协名誉主席, 山东

画院名誉院长, 一级美术师, 美国休斯敦大学客座教授, 美国帕

沙迪娜艺术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历任中国画研究院院委, 中国

美协理事, 山东省政协常委, 山东画院院长, 山东省文联副主

席。荣获首届山东省泰山文艺奖——艺术突出贡献奖和首届泰

山艺术终身成就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翰墨秀河山 丹青颂盛世
——访山水画家刘宝纯

本报驻山东记者 宁昊然

今日花园口 1974年

刘 宝 纯 诗 作 欣 赏

雪消门外千山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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