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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激情点燃艺术
宁昊然

和张先生交流最大的感受，无非是他直爽的性格和对艺术的那种

激情。提笔研磨 60 载，张宝珠先生的艺术成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但

他仍在孜孜不倦探索艺术的真谛。

谈到这些年来学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画坛乱象纷纭。一些初学

者不免受到干扰，走错路。他叹息，年轻人临古太少，吸收传统不够，

过于急功近利了。他偶尔回忆起年轻时候学画的情景:为了学画想尽

各种办法赚钱，那些渠道是现在的年轻人想不到的。帮人拉车赚了些

钱就买纸。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毛头纸 1分钱一张，工资 18元，往往

一买就是百十张。

师从黑先生后，张宝珠每个月得去黑老师家两次，带上自己的作

业给老师“汇报”，听老师讲评。他说从黑老师家走回去的路上都会劲

头十足，回家画画直到凌晨三四点。这种习惯几乎坚持了二十年。当

画出一幅好画的时候，心里总惦记着，就算凌晨四五点也得打开灯琢

磨。由于他常年作画伏案的习惯，左手手指上磨出两个硬硬的疙瘩。

张宝珠不仅在艺术上继承了黑伯龙先生的精髓，在为人处世方

面，也有着黑先生的影子。他说，黑先生一生视钱财为身外之物，对钱

看得很淡，一辈子这样教育学生。2005年，60岁的张宝珠办了件善事，

他为向西藏失学儿童奉献爱心，将自己创作的价值百万元的 60 幅精

品捐赠给西藏自治区文化厅。2008年，在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又在第

一时间组织泰山国画院十余位著名画家向灾区捐赠了价值 30 多万的

书画作品。2010年，玉树地震后，他为灾区捐款 10万元。

于一名画家而言，作品风格即人格。张宝珠先生性情坦荡，快意

人生。他的山水画苍莽热烈，轻纵神驰，而又温润淡雅。他笔下的每

幅画也是他人格魅力的自然流露，有种浑然大气之美，又不乏精细，不

怕推敲。

对他而言，如今又是艺术之路上一个新的阶段，他保持着旺盛的

精力，向另一个高峰攀登。

记者 手记

—访国画家张宝珠
本报驻山东记者 宁昊然

师古承传统
虽已年近七旬，可岁月在张宝珠身

上留下的痕迹似乎并不明显。他一头

浓密卷曲的黑发，讲起话来声音铿锵有

力，看上去精力充沛。就在前几日，他

还带着学生去黄山实地写生讲座，在雄

奇的大自然中活灵活现地传授知识。

“我的父亲酷爱写毛笔字，我从小

就按照小画本涂鸦。上学之后，美术老

师是我的班主任。我的画常被老师表

扬，贴在教室给同学们学习，从那时起，

画画的兴趣就很大。”张宝珠回忆起小

时候父亲写字他“涂鸦”的情景。

去年 11 月，在山东省美术馆举办了

“正法·传承”陈维信、黑伯龙、陈玉圃、

张宝珠师生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青

少年时代，张宝珠有幸师从山东名家黑

伯龙、陈维信。“黑老教学有自己一套方

法，他看着我交的作业，和我面对面谈

话。哪处画得好，哪处还要改善，回去

之后多看哪个朝代哪个画家的作品。

而陈维信老师是张大千的学生，他在国

画的创新方面很有功力。跟着他学习

国画的创新。”张宝珠记得，有一次他没

拿画，而是拎了些礼物去看黑先生。先

生生气了，说不带上画那咱有啥说的？

黑先生特别督促学生要用功学习，利用

一切时间学画，把传统根基打得牢牢

的，把古人的精髓吸收过来，然后才可

以谈创作。

张宝珠称，自己一路遵循中国画传

统走来，从没掉队，这是比较幸运的。

年轻时他喜欢看画册，临摹古画，奈何

那时古典画册太少。他姐姐家住南京，

每次到姐姐家时，他总要去夫子庙买古

典画册。平日里，他常逛古书书店以期

能淘到“宝贝”。他说，那时一心都钻到

古画里了，临摹了五六年的画，才走向

写生和创作。张宝珠偏爱石涛的画，

“ 他 的 风 格 痛 快 淋 漓 ，和 我 的 性 格 相

似。”他去黄山写生，把大自然的灵气融

入画中。他说，画中有了大自然之气，

就达到目的了。

张宝珠说：“黑先生教导我们‘学老

师的老师’，就是学传统，也就是丰厚的

中国文化。既学古人，又学今人。张宝

珠称年轻时受傅抱石、潘天寿影响较大。

他认为学画要师古而不泥古，把古人的东

西消化了，然后从古人的技法转化到新技

法，要靠个人的悟性。“像蜜蜂采蜜一样，

吸取众家之长，形成自己的特色。”

【张宝珠简介】

张宝珠,字还浦,号苍斋主人,1945 年生于济南。现为国家一级美术

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美术家协会艺术顾问、山东省美

术家协会顾问、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山东泰山国画院院长。20 世纪 60 年

代师从黑伯龙、陈维信先生学画，又受许麟庐、宋文治、何海霞、董寿平等

名家指点。孜孜笔耕于墨田五十载，在绘画艺术上形成了自己独特风

格。他擅长山水、花鸟、书法，尤以松柏为长，故画坛有“张松柏”之美誉。

寄情笔墨寄情笔墨 写意人生写意人生

采访国画家张宝珠先生之前，就听说他为人性情坦荡率真、豁达洒脱有侠气，这

种个性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画如其人。近日，在张宝珠先生的画室，当这位浓眉炯

目、话音浑厚的山东大汉出现在记者眼前时，印证了别人对他的评价。张宝珠先生

刚从黄山归来没几天，一幅幅的黄山写生被挂在工作室的墙上。先生是个性情中

人，他说，“当我创作中的一幅好画挂在墙上，我会自娱自乐十分钟。”

师造化明心性
张宝珠先生常说艺术家要和大自然

交朋友。大江南北的名山形态各异，地

质地貌有差，气候有别，他说画家要多走

多画。中国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

几十年如一日，他的足迹遍布祖国名山

大川，始终自觉践行着“师造化、得心源”

的艺术原则。他的画，既有北方的雄浑

大气，又具南方的钟灵毓秀。

这次去黄山写生，张宝珠给学生上

了一堂精彩的写生课。只有走到自然中

去，才能慢慢领会写生的技法。“这次到

黄山写生，学生提出‘怎么用墨’、‘写生

中如何取舍’等诸多问题，这是初学画者

常遇到的。”张宝珠说，写生中有一半是

创作，主要是指景物的取舍。他的主张

是，把眼前最美的景物放大，不需要的都

舍弃。例如眼前有一座小山峰非常美，

那在创作时就把它放大，小山峰放大成

主峰。把周围的美景夸张化，将眼前美

景在笔下再次组合。“有的学生坐一天，

只是把眼前美景如实刻画，和照相一

样。做人要实在，画画不要实在是他常

说的。”

张宝珠主张，写生中要赋予画作生

命，带着“激情”去作画。这样创作的每

根线条都是活的，景物被升华成一种意

境，在写生中完成从物象到意向的转

化。何为激情创作？他解释道：“当创作

过程成为一种心灵的碰撞，画就有生命

力了。例如到黄山，黄山的云雾变幻无

保持创作热情
2008 年和 2012 年，张宝珠分别在北

京国家画院办个人展，以及两场个人画

展研讨会。这两次画展上，他的艺术得

到了画坛权威的肯定和赞许，评论家们

一 致 认 为 ，张 宝 珠 的 创 作 没 受 俗 风 影

响。去年的画展上，张宝珠不仅以大幅

山水画征服画家们的眼睛，他的小画功

力也为人所赞叹。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

教授韩昌力称，张宝珠的小画很精致，看

得出是在精微处下功夫。张宝珠已过耳

顺之年，依然孜孜不倦地探索、创新。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卢禹舜评价张

宝珠：“宝珠先生始终以继承传统文脉、

开拓创新的精神来指导自己的艺术实

践。他深知传统的高度永远无法超越，

只有一代一代地把文脉传承下去，从而

才能建立适应当代需求的标准、价值导

向。”

问及现在创作的改变，他说随着年

龄、阅历的增长，常年在生活中观察到

的、想到的都不一样，境界就会有所不

同。以前画画细腻，现在画得简练。以

前创作繁琐，现在以用墨为主。“黑老师

教导我，墨用好了就不要用颜色，这是最

高 境 界 。 墨 分 五 彩 ，再 上 颜 色 就 多 余

了。墨的火候到了就不要上颜色了，若

火候差点，可以上些淡彩，就是所说的浅

绛山水画。”中国国家画院李宝林先生评

价张宝珠用墨，“整个画淡墨用得非常

好，在淡的时候有丰富，有厚度，让人感

到在淡墨当中很有看头。”

“如何用简练的笔法呈现出名山之

魂，这是关键。”张宝珠说，一般人画画用

心费时安排画面的结构，但是他们只看

到大自然的形，而没看到大自然之神。

方法正确比任何技法都重要。“黑老师去

黄山写生只画了几根线，没有勾勒那么

细致。这几根线是山转折的脉络，黑老

画山先抓了黄山的魂。”

近些年画坛兴起一股风，往黑里画，

往满里画，往重里画。张宝珠的画却清

新、淡雅，留白多。他说自己的用墨也受

教于黑老师。“黑老师教我要讲究用墨，

用好墨。我给我的学生讲课，会告诉他

们，第一笔笔头上的墨讲究个层次，黑、

灰、白层次分明，画画的时候把水分用

尽，墨韵自然连接。真正的好画挂墙上

是透亮的，像块美玉一样。”

谈到秉承传统和创新的关系，张宝

珠认为，画家要用最大的勇气钻到传统

里去，再以最大的勇气钻出来。我们说

艺术花园要百花齐放？就是要有个性的

元素，每个人都形成自己的风格。“我一

生创作遵循三个字：‘独’（独立）、‘力’

（笔力和心力）、‘简’（简洁）。”他这样归

纳自己的风格。

张宝珠认为，对于画画的人来说，人

生三大开悟：少年时学画要开悟，中年要

形成自己的风格，晚年要变法。所谓的

“变法”，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技术要不

断蜕变。画风不能随着年龄衰败，相反，

即使到老，也要坚持师古师自然，不断激

发创作热情。“大师都是画到老，黄宾虹

先生 80多岁还坚持写小楷。”

黄山黑虎松写生

游黄山大峡谷途中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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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可以说此处无笔胜有笔，此处无墨

胜有墨。眺望远山没有线条，没有结

构，一直在渺渺云雾中变幻莫测。仅靠

联想作画，画出来的无疑都是层峦叠

嶂。如果常年在山中观察，会发现云雾

之中的山峰最美，自然会激发创作灵

感，带来创作激情。而那个时候创作的

画肯定可以感动人。”

国画大师许麟庐这样评价张宝珠

的画：他的山水画里既有传统，又在传

统的基础上加入了他写生的画法，特别

是他的大幅山水画都是写生的，是从写

生里提炼出来的，这是他与一些人的不

同之处，也是他的独到之处。如果没有

写生的功夫，就没有现在画的这么好。”

张宝珠的画以松柏为长,故画坛有

“张松柏”之美誉。他说“松柏是我最亲

密的朋友，我努力亲近它，与它对话，与

它心灵沟通，这样才能画出松柏的神韵

来。”73 次登上泰山，张宝珠清楚地记得

登泰山、游岱庙、观松柏的次数。黄山

秀美，泰山雄伟。泰山深厚的历史和人

文底蕴深深吸引着张宝珠。他自称松

柏画得好，是因为观察细致，画太多，自

然就抓住了其神韵。他笔下的松柏仿

佛有灵魂，既轻灵飘逸，又苍劲有力，仿

佛升腾欲出。“画松树的时候脑中想到

的是龙。因此行笔自然，笔走龙蛇。带

着 感 情 去 画 自 然 就 会 赋 予 物 体 生 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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