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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1月 23日至26日，“正法·传承”陈维信、黑伯龙、陈玉圃、张宝珠师生四人画

展在山东省美术馆举行。画展开幕式上，国画家陈玉圃一袭黑色棉布衣裳，一双黑布鞋，穿

着极为素朴。随后的发言中，他屡屡双手合十，向冒着严寒前来观展的人们道谢，其为人之

谦逊、随和，可见一斑。展厅内，陈玉圃的作品构图严谨，笔墨流畅，意境静美。展览之余，

他在下榻的酒店与记者分享了他对绘画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到见解。

笔 墨 无 心 韵 最 奇笔 墨 无 心 韵 最 奇
——访国画家陈玉圃访国画家陈玉圃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孟 娟

笔耕砚田 坚忍不拔

1946年，陈玉圃出生于山东省

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陈家岭村一

户普通农民家庭。天性爱画画的

他 ，到 处 涂 抹 ，甚 至 因 画 废 学 。

1961 年，陈玉圃初中毕业，满怀希

望地报考浙江美院附中，却失望地

得知政策不允许农村学生报考中

等专业学校。求学无望的他只好

在本村当了一名民办小学教员。

16 岁那年暑假，陈玉圃巧遇

南京艺术学院画家黄芝亭先生，经

黄先生介绍拜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国 画 家 黑 伯 龙 先 生 为 师 ，习 山

水。 同年冬，又拜山水画家陈维

信先生为师。从清朝大画家王石

谷入手临摹，上追明画家唐寅，宋

画家郭熙、夏圭等，在传统绘画技

法方面进行了良好的基础训练。

由于家境贫寒，在陈玉圃的记

忆中，他早期绘画都是在煤油灯

下、一方小桌子上进行。每天教书

之余，他都要作画至深夜。“早上起

来，鼻孔全是黑的。冬天天气冷

时，画着画着连毛笔都冻住了。”但

陈玉圃沉醉于笔墨氤氲间，如醉如

痴，不知寒暑。“绘画于我不是敲门

砖，我是真心喜欢。”

1969 年“文革”期间，因作画题

材受到限制，陈玉圃经陈维信介绍

先后从青年画家李兆彩、吴泽浩、朱

学达学画人物速写，同年开始有作

品在《大众日报》上发表。1971 年，

他创作的《夜雨支书归来迟》参加

“山东省美术作品展”获得山东美术

界认可。之后陈玉圃经常参加各种

展览，在山东小有名气。

1976年，山东省曲阜师范学院

成立艺术系，陈玉圃应聘任教，以

农民身份登上大学讲堂，并获得广

大 师 生 赞 赏 。 然 而 ，好 景 不 长 ，

1977 年秋，陈玉圃蒙冤入狱，历时

五个半月。冤狱平反后，1980 年，

他考入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研究

生班，师从岭南著名画家黄独峰教

授，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走上了

专业创作的道路。之后，陈玉圃先

后调任广西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

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

以禅入画 心画贵真

早年学画的坎坷经历以及入

狱对他造成的身心伤害，让陈玉圃

对世事沧桑感慨良多。在传统文

化中屡屡接触到的老庄思想，对缓

解他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困苦无

疑是一剂良药。他深受孔孟中庸

思想的熏陶，主张“画道无为”，在

创作上追求一种格高的禅境和人

文精神，以一颗“平常心”感悟着传

统文化中的“道”和自然精神。

陈玉圃曾自题诗曰：笔墨无心

韵最奇。在他看来，“无心”并非没

有心，而是指要摒弃杂乱的心，使

心澄静，求得一真。在《陈玉圃国

画小品精选：花鸟篇》自序《无心恰

恰用，用心恰恰无》一文中，他这样

写道：“我尤其醉心于花鸟小品，那

种捕捉灵感，如电光火石般的创作

过程，画家在真实性情的鼓动下，

不暇妄想思忖和经营计较，而放笔

挥洒，倏乎而成。或意有未尽，便

补题以诗，畅之以书，吟咏其志，笔

走龙蛇，窃以为丹青之乐，莫过于

此者也！”

随着绘画时间的推移及对传

统绘画的研究，陈玉圃认为中国画

的主流其实是中国文人画，虽然文

人画不那么正统。“宫廷画院在技

法上可能是一流的，但他们更多地

服务于当朝，缺乏自由与想象。相

反，文人画者不以此为职业，只是

在公务之余、茶余饭后消遣性情，

其画作反而是人的真性情的真实

流露，因而成为中国画的主流，最

能体现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

“我的画不求奇、不求怪，求平

和、澄静、真诚。”陈玉圃说，艺术的

灵魂是真善美。真善美的综合表

现应该是和谐天地万物与众生的

根本利益。为此，他曾提出“心画

贵真”这一概念，并刻了一枚“心

画”的图章。“什么是心？用王阳明

的说法，心就是我的灵明。那么我

的灵明借笔墨以迹化之，也就是

‘心画’。中国画主张写意，意者心

音，写意画也就是心画。然而，心

有真伪，画有优劣，难免有鱼龙混

杂之叹，所以心画贵真，惟得真乃

可感人。”

无怪乎吴悦石先生这样评价陈

玉圃的画：“余观玉圃兄之画境，清

奇野逸，空灵淡远，人语相闻，格高

趣古。是心有所属，境由心生者。”

中国画应秉承传统文化
价值观

“早在学画之初，黑先生就对

我讲：‘你不要以为绘画是一门技

艺，绘画是文化。你要多下功夫，好

好读书，好好写字。’”谨记先生教诲

的陈玉圃，在学习绘画的同时，也开

始学习书法和古典文学。“像《李白

诗选》、《与陈伯之书》、《中华活页文

选》等，书上很多注解我都能背下

来”。长此以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

脉络有了深入的理解。

“绘画是一种文化现象，东西

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绘画

审美的种种差异，中国画一定要

‘正法’，还是应该从文化的角度进

行比较，溯本探源，以得出正确的

结论。”陈玉圃说，西方文化是一种

以工业文明为主流的文化，这种文

化以极大地满足人的物质欲望为

动力，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类社会

生存竞争的潜能，取得了科学技术

的高速发展和空前的经济繁荣。

西方绘画乃是西方主流文化衍生

的一种艺术现象，是西方文化价值

观念在绘画领域的表现，所以西方

绘画审美之张扬个性、重视色彩、

崇尚科学等等，莫不与其科技文明

丝丝相扣。

“而中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种艺术现象，中国文化乃是儒道

释三派合流为主的文化，其价值观

念恰恰与西方相反。”陈玉圃表示，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淡化或节制物

欲，注重人的灵魂与精神升华，最

大限度地消解物欲膨胀给社会和

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所造成的破

坏，以维持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画正

是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观在艺术上

的显现，所以中国画尚简淡、平和，

主张平中见奇。

“比如中国画‘卓然不贵五彩’

的色彩观，并不是指我们看不到五

彩缤纷的客观世界，而是因为中国

传统文化往往不是简单直观，而是

用第三只眼睛去审视客观世界的

真实相。色相只是事物的表象，表

象都是瞬息万变的，是靠不住的。

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故而中

国画崇尚水墨清淡。”陈玉圃认为，

我们今天谈传统，不要局限于绘画

样式，更不要停留在技术和材料

上，而必须从中国大文化背景和民

族心理的层次认识中国画传统，认

识 中 国 画 的 写 意 精 神 和 笔 墨 精

神。只有认识到中国画的本质，才

能谈传承。

艺术应不断完善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在西

学东渐的大气候下，传统中国文化

和动荡不安的中国一起接受了西

方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西方绘

画及其审美观念便也不可避免地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画。“很

多人提倡艺术创新、中西合璧，于

是，国画水墨浅淡渐变为色彩绚

烂，西方的素描、色彩教育更是成

为中国绘画的基础教学。这是不

合理的。”陈玉圃说。

面对“创新是艺术的灵魂”这

一观点，陈玉圃直言，他不同意。

在他看来，新、旧只是一个相对的

概念，是瞬间即逝的事物表象，

而东方文化是一种忽视表象、重

视内涵的文化。“禅家讲‘实相无

相’。古人讲‘澄怀观道’，都是

企图超越物质的表象，认识世界

的本质。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形

式、笔墨只是表现自然和内心世

界的手段，而非终极目的。艺术

的终极目的应该是接近和体现自

然之‘道’。”

陈玉圃认为，艺术形式的演进

包含着“新”，也包含“旧”，“新”是

对“ 旧 ”的 语 言 形 式 的 继 承 和 完

善。也是在这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中，艺术才不断地接近“道”，接近

自然的大美。“现在好多画家受创

新观念的引导，挖空心思更新式

样，最后连自己的艺术个性也在这

种花样翻新的躁动与不安中迷失

了。所以，我认为不要提倡创新，

而应该提倡不断完善”。

不少人也拿石涛的“笔墨当随

时代”为例，说他也是主张创新的。

“这些人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没有

历史地看待石涛的理论。”陈玉圃

说，石涛所处的时代以仿古为美，普

天之下都在仿古而偏离了艺术的真

诚。石涛则提出“我自有我法”、“笔

墨当随时代”，主张画家应该有独立

的艺术观念，这并非意在创新，而是

反对复古。“我认为石涛的本意是告

诉大家，要追求‘画道’，追求艺术真

诚，不要拘泥于古人。”

近年来，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关

注也引起了绘画界对中国传统山

水画的重视。陈玉圃认为，这对于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反传统浪潮之

后，人们重新关注和认知传统绘

画，从延续传统绘画命脉意义上说

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我们在任何

时候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传统

绘画的命脉是文化，是一种文化

精神，是对宇宙人生之道默契与

神会，而其外在形式是可以变化

和不断完善的。所有的文化、艺

术的价值观念的正确与否都必须

以是否和谐众生根本利益这个支

点来审视。”

1946 年生，山东济南人。少时拜在黑伯龙、陈维

信、黄独峰先生门下为入室弟子。擅长山水、花鸟，亦

作简笔人物。其艺术观念多受老庄及佛学影响，崇尚

自然，主张画道无为，且画格简淡，不事雕凿。他长期

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曾先后任教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师范大学，现为天津南开大学东方

艺术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出版个人画集多部，并著有《山水画理》、《水墨写意四

君子》、《陈玉圃解析唐寅》等。

陈玉圃

修竹图

山静居之图 万壑松风

华王尊者

本版责编 孙丛丛 美编 李小妮

D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