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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山海 画融中西
——访工笔画家刘喜欣
本报实习记者 孙丛丛 通讯员 耿 晏 张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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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喜欣，女，1965年出生，籍贯山东荣成。现任山东画院专职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山东省工笔画学会副会长、文化部青联美术委员、山东省青联

常委、山东省政协委员。

刘喜欣生于书画世家，她的父亲

刘宝纯先生是当代中国诗、书、画大

家。她自幼便给父亲拂纸研墨，更常

是父亲作品的第一个观者。多年的耳

濡目染，伴着画室的缕缕墨香，看着气

象豪迈的山水出自父亲笔端，从那时

起，对绘画的热爱便在年少的刘喜欣

心中萌芽。

在旁人看来，她的父亲是令人仰

止的高山，在他的 光 环 下 ，很 多 人 都

以 为 她 学 画 很 难 避 开 父 亲 的 路 子 。

但 对 绘 画 的 热 爱 和 对“ 变 革 ”的 渴

望，使她毅然突破传统的绘画笔法，

走 上 一 条 开 拓 创 新 的 道 路 。 为 此 ，

大学期间，她特意选择了油画专业，

并 系 统 地 学 习 了 西 方 绘 画 的 理 论 与

技 法 。 1990 年 ，带 着 学 习 油 画 的 扎

实功底，她重新回到山东，并被分配

至 济 南 画 院 工 作 。 在 当 时 ，济 南 画

院 是 主 要 从 事 国 画 创 作 与 研 究 的 画

院 ，对 于 学 习 油 画 的 刘 喜 欣 来 说 无

疑 难 以 施 展 自 己 的 艺 术 才 华 ，但 倔

强 的 性 格 又 使 她 不 肯 靠 父 亲 的 荣 耀

来 实 现 自 己 的 成 功 ，面 临 现 实 的 处

境 ，她 决 心 要 在 画 坛 中 寻 找 属 于 自

己的绘画语言。

最终，经过对绘画实践多年的摸

索与尝试，刘喜欣走上了工笔画创作

之路。从西画到中国画，虽然技法的

应用截然不同，但学习油画时打下的

造型基础使刘喜欣对人物形象有着较

强的驾驭能力。她笔下的人物，不管

是乡村孩童，还是少数民族的女性，抑

或是婉约的古典女子……她都能认真

地从生活中寻找人物原型，并进行现

代视角的解读。即便这样，对自己的

严 格 要 求 使 她 仍 不 满 足 于 现 有 的 创

作。内心的不断自省，促使刘喜欣及

时补足自身的缺失。此后，她又尝试

在花鸟画、山水画创作中研磨技法，并

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研习现代

重彩画、岩彩画。经过系统的学习，刘

喜欣的视野进一步开阔，绘画技艺也

进一步提升。她将西方绘画精华引入

工笔重彩画之中，在继承中国画传统

技法特点的同时，又吸收油画优点，力

求在作品中展现求真又不失唯美的东

方韵致。

曲折求索 结缘工笔

在多年探索中，刘喜欣逐步寻找到

了东西方绘画技法的结合点，画风的突

破也愈发大胆。经过沉淀与历练，刘喜

欣养成了谦和好礼、不拘小节的性情气

质，她把对家乡、生命的热爱宣泄于笔

端，以作品体现内心“美善合一、情真意

切”的艺术追求。

自汉末佛教传入中国，石窟造像由此

而入，佛像画成为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绘

画题材，南北朝、隋唐、宋元文人画都有大

量的佛像画产生。从灿烂辉煌的中华文

明中，刘喜欣找到了佛像画创作这一源远

流长的主题。当她着手创作时，才发现它

的难度之大。画中既要表现古迹的沧桑，

又要呈现出佛像的庄严，还要把握抽象与

具象的关系，最要紧的是将传统文化精神

与当代艺术创作融合。反复尝试后，刘喜

欣吸收了西画构图及明暗处理，利用黑、

白、灰的简单色彩，来表现千佛山摩崖石

刻佛像的雪后景致。一幅《千佛崖造像》

跃然呈现于她的笔端，褐色风化的山岩衬

托出石洞中古佛造像的静谧安详，枯竹枝

桠交错，残雪积于崖上，古韵苍劲。她以

皴、擦、洗、染等多种技法营造了斑驳陆离

的画面质感，意境悠远。

因突破传统佛像画表现形式的窠

臼，《千佛崖造像》被选入“齐鲁颂‘三个

一百’美术创作工程”，并获山东省第五

届“泰山文艺奖”二等奖。今年，该作品

又成功入选“十艺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

展 ”。 对 于 这 幅 作 品 ，专 家 如 是 评 价 ：

“《千佛崖造像》达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

的统一，实现了传统绘画题材与现代创

作技法的高度契合。”

与 山 的 伟 岸 相 映 衬 的 ，是 海 的 开

阔。山东海疆自古浸润在磅礴的气象

中，显示着海洋文化开放、纳新的特质。

刘喜欣的祖籍在山东半岛，血液里早就

融入了海洋文化的基因。海洋不仅是惊

心动魄的壮阔图景，它还是具有母性的，

在很多人意识里它是“故乡”符号的代

表。以工笔重彩图写海的恢宏隽永，成

为刘喜欣画作《蓝潮激荡》的创作立意。

大海以邈远的形态出现在她用心营

造的画面上，作为画中的唯一物象，她兼

容传统工笔技法与西方绘画技法的长处

加以体现。每一粒晶莹剔透的水珠都用

心描绘，每一朵琼花碎玉般的浪花都用心

“雕琢”，画中的每个细节都凸显了中国传

统工笔绘画的“工细”；同时，她在作品中

融入了西画对光影明暗关系的处理，通过

对画面关系和结构构成的准确把握，使大

海的形象具备了强烈的视觉震撼。2012

年，《蓝潮激荡》入选由山东省委宣传部、

山东省政协、山东省文化厅等联合举办的

“齐鲁画风”——庆祝党的十八大美丽山

东中国画晋京展。展出中观众争相与这

幅《蓝潮激荡》合影留念，并评价说：“这幅

画是一曲波澜壮阔的蓝色交响，展现了山

东文化的博大胸襟和恢宏气魄。”

寄情山海 磨砺画格

“一件优秀的艺术品，绝不能

曲高和寡，而应雅俗共赏，为大众

喜闻乐见。”艺术作品除了应体现

艺 术 家 内 心 与 生 活 、自 然 的 结 合

外，还应注重时代性与人民性。“笔

墨当随时代”，艺术作品的形式和

语言是时代的反映，画家应责无旁

贷地探求时代精神，更要观照时代

审美观念下自身的体悟，创作出真

诚的作品。

刘喜欣认为，时代大潮既有吐

故纳新的推动力，也裹挟着难以捉

摸的炫目与迷乱。当代画家应具

备海纳百川的胸襟，但要建立于对

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领悟和尊重

之上，若脱离本土，生搬硬套西方

程 式 ，将 在 亦 步 亦 趋 中 丢 失 话 语

权。

带着日积月累的思索，刘喜欣

又开始了系列“千佛崖造像”的创作

准备。她认为：“那些山体上凿刻的

摩崖造像，历经岁月沧桑，已成为大

自然与历史文明的结合。以作品反

映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刘喜欣表示，在今后的创

作中她还将借鉴西画的构图与明暗

处理、写意画的意境经营，不断丰富

作品的创作语言。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

丰富的现实生活，历史进程中有太

多可以捕捉的素材，在未来，刘喜欣

还将进一步寻找、挖掘，创作出源于

内心又无愧时代的鲜活作品。刘喜

欣说，自己身上的担子还很重，需要

学习的东西还很多。为此，她将不

懈求索。

立足传统 与时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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