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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义自幼酷爱书画，打从六七岁

起就开始画画。书本、作业本，到处都

是他的信手涂鸦。后来，他甚至拿着粉

笔在家里的墙上画。为此，他没少挨父

亲揍。即使这样，王华义也没有放下手

中的画笔，“没办法，太喜欢了。”他没进

过大专院校，也没拜过老师，全凭自己

的勤奋，从各种画册资料中汲取营养。

王华义说：“书本就是很好的老师。哪

个大家的画我都看，也都学，取众人之

长，补己之短。”

国画、油画、水彩，人物、山水、花

鸟，王华义都画过。但是，他最酷爱的

还是大写意花鸟。在他看来，大写意并

不是胡乱涂鸦，它需要极其深厚的功

底。“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一点都不假。一笔下来，浓淡干湿，咸

淡甘糯，功力到不到家内行人一眼就看

明白了。”此外，大写意需要将作者的情

感用寥寥几笔表达出来，既不能画得太

像，也不能太不像。王华义说：“齐白石

有云：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

媚俗，不似为欺世。这是极有道理的。”

王华义从小练武术，后来还说过相

声，唱过五音戏，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

历练，毫无痕迹地融入并凸显在他的画

幅中。更重要的是，他自觉地将戏剧、

武术等艺术体验运用到绘画中来，取得

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画一只黑

乎乎的大鸟，必然要配上些细致的东

西，就像京剧中花脸与青衣搭配一样，

它俩一对比，雅趣自然来。”王华义笑着

说。

丰富的生活历练加上山东大汉的

豪迈性情，让他在花鸟画研习创作中有

了一种特殊的气质，即大气磅礴、力韵

千斤的“精气神”。“但如果以为他是乱

发粗服的草莽之汉，那就错了。”山东理

工大学副研究员、美术评论家吕鸿钧告

诉记者，王华义的笔墨把控能力精细过

人，他能将焦、浓、重、淡、清五种墨色发

挥得淋漓尽致。

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义重华岳”是著名书法家欧阳

中石老先生对王华义及其作品的评

价，中石老先生手书的这四个大字

被王华义摆在画室的显眼位置。

王华义已是六十三岁的老画

家 了 ，但 说 起 话 来 却 调 门 铿 锵 洪

亮 ，就 像 连 发 的 机 关 枪 ，当 、 当 、

当。盯着他的鼻子观察他那表情，

你会深深地知道什么叫声情并茂、

掷地有声。听他“拉呱”真事儿可

信，乐事儿真笑，与他相聚不用设

防线。

华义先生是位分享主义者，到

他家做客是个享受。先欣赏墙上

的 画 作 ，幅 幅 精 彩 。 再 到 顶 楼 花

房，天地都是玻璃的装置，漂亮大

气，他把花草侍弄得很好，盆盆儿

棵棵儿都鲜亮茂盛。他喂养的鹩

哥很乖，背诵唐诗的声调很像主人

…… 他 好 友 好 客 ，在 他 家 品 茶 聊

天，你会知道华义先生热爱生活很

会经营生活。

一位画家，尤其一位好画家绝

对是很耐人寻味的人物。王华义

先 生 就 很 耐 人 寻 味 ，他 的 画 作 尤

甚。欣赏他的荷塘画幅，看见大笔

触的墨色加瓢儿泼洒的亮蓝色一

挥而就的荷叶，心际不由自主地一

震，被荷叶举拥的出淤泥而不染的

美白荷花清香呈现。芳绿的苇叶

挺 摇 在 荷 塘 间 ，安 闲 在 荷 塘 的 禽

鸟，尽享着仙境般的乐源。这样的

乐源谁能不喜欢？

华义先生是位真正的画家，他

作画不是重现客观，他在述说自身

的生活感悟和理想。一窄窄的纸

条被他构想成一幅绝美的画卷，画

幅中的花儿朵朵点头晃脑，犹如哈

哈欢笑的观众在鼓掌赞颂着画幅

的主角鹩哥的傲居在上。华义先

生就像经营自身的生活那样经营

构置着他画作的每一小方。

义 重 华 岳
王松松

王华义是泉城济南中国花鸟画巨擘，其大写意花鸟画雄健俊

美，真气充盈，生机勃发，意蕴深厚。其风格自成，有大气象，为众

多收藏家情钟，影响力渐及国内外，为当代中国画坛最受瞩目的

中国画家之一。

椽 笔 淋 漓 醉墨酣
—访国画家王华义

本报实习记者 王松松

在南齐谢赫提出的“六法”中，首推

“气韵生动”。气者，生气、真气、浩然之

气也。看王华义的《大吉图》，其笔下之

鸡有昂扬之态，喙口凌厉，血冠奋激，身

姿雄健，脚爪如鹰，虽地栖之禽，然“不

坠青云之志”。王华义的大写意花鸟画

雄健俊雅，真气充盈，生机盎然，意蕴深

厚，让人耳目一新。

吴昌硕曾言：“苦铁画气不画形。”

王华义尤善以笔领气，给人一种沉雄大

气之感。其代表作之一《荷塘情趣》画

面重彩泼墨，荷的花、叶、莲蓬浑然天

成，画面多层次的变化，映现出大自然

的多彩天姿，两只鹭鸶偎依在一起回首

光顾，灵动可爱。清人王澍论画：“摄天

地明和之气入指腕间，方能与造化相

通，而尽万物之变态。”在王华义的《知

春》和《大吉图》画作中，一种含蓄的亮

丽和饱满的清莹，把人们带进大自然的

怀抱中，似乎感到如沐春风的爽意。

浑然大气自天成

不少看过王华义画作的人，都觉得

他的画里有种让人说不出道不明的雅

趣，耐人寻味。王华义对于花鸟的描绘

堪称传神，寥寥几笔即能把最吸引人的

瞬间呈现在画面上。在他家露天的花

房里，3 只画眉活蹦乱跳，一只会用主人

的声调背诵唐诗的鹩哥“阿福”。“阿福

跟着我有十年了，连我咳嗽的声音学得

都很像。”王华义告诉记者，天天跟“阿

福”呆在一块，它的生活习性和体态神

韵早就烙到他的脑子里了。

有了对阿福的近距离观察，王华义

笔下的鹩哥自然也就惟妙惟肖了：黑黑

的羽毛裹盖全身，刚硬强劲的锯齿样线

条勾画出的嘴巴，辅以黄赭色彩很显漂

亮。画幅中鹩哥的眼睛是呈方略圆的

镜面构成，鹩哥的黑眼珠被王华义十分

用心巧妙地镶嵌点放在镜面里，至于黑

眼珠在镜面里的具体什么位置，由画的

立意决定，有左有右，有略上有略下，刻

画了“阿福”各异的心态表情。有时候，

鹩哥鼻子上还要加上一撮毛，鹩哥的心

之所欲骤然跃于纸上。

王华义的花鸟画，鸟禽的数量有单

有双，单数的显有顾盼就感不平静，双

数的依偎相拥就明显安定了。“欣赏他

的画作不像看幻灯片，倒很像看视频或

电影，有鸟说话音，有风吹花叶声，声情

并茂。”画家尹佐民这样评价王华义的

画作，“他是在有声有色地告诉我他身

边曾经的往事。”

王华义是一位有才气的画家，更是

一位刻苦勤奋的画家，他几十年痴迷于

大写意花鸟画，已取得斐然的成就。生

活中的王华义，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琢磨

绘画。“有时，我在外散步，看到一棵树

长得那么窈窕，就会情不自禁地走上

前，看看它那枝子怎么长的。有时，我

在电视上看到好的风景便赶紧记下来。

时间长了，脑子里自然就有‘墨’了。”

痴迷情自真

中国花鸟画的研创之路，无非是解

决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如果在继承

上积之不厚，则难得中国画的精髓;如毫

无创新，又将落得“似曾相识”，千人一

面。王华义最为佩服和欣赏的画家是

八大山人、潘天寿和李苦禅。“但是，师

古而不能泥古。比着古人画，那叫练基

本功。从古人那里汲取的精华，要消化

吸引收融入到创作中，形成自己的独特

风格，这才叫大家。”

凭借多年的细心体味与伏案挥毫，王

华义的作品终得“自法”。 他很注意画幅

涂黑留白法则，很恰当地做到了疏可走

马，密不透风。细看，其画作构图不拘一

式，全凭心像既成，少有重复。“画画，不能

依画为画，要不断地在题材上、在技法上

推陈出新。”王华义对画面的形式美，有独

到的心悟和创新。看他的画会发现有很

强的装饰风格，具有现代画风的美感。“梅

花盛开万千朵，赏心悦目一两枝。画画

不 必 太 满 ，什 么 都 画 出 来 了 就 没 意 思

了。要留一些在画外，让读者自己去琢

磨。意到笔不到，画面才会有意境。”

长时间的积累和思索，使得王华义

作起画来出手迅捷，落笔肯定，带着些

许得心应手的酣畅，而全无犹豫定夺的

滞涩。“一个人的画风，与自己的脾气性

格也有很大关系。我画画，一般先在脑

子里构思。一旦构思成熟，立刻挥毫铺

就，落到纸上，一气呵成。”用王华义的

话说，一看他的画就知道他是个急性

子、爆脾气。“但是，我的画最大的特点

也正在于画出了我自己的性格，写出了

我的人生。”

师古而不泥古

在作品中渗透映射时代精神，是当

今画家的共同课题。时代精神的注入，

使王华义的作品有了一种蓬勃的生命

力，从画面的意境中表达出田园的诗情

和悠扬的旋律，真可谓得中国画之精

髓。

王华义的花鸟画具有时代画风的

美感，在具象与抽象之间，他总能找到

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他在花鸟画中着

意禽鸟的位置，而花卉枝叶又恰如其分

地穿缀铺排，或块面渲染或白描勾线。

主宾象物，各得其位。所作鹩哥、鹭鸶、

仙鹤、老鹰、公鸡均栩栩如生，灵动洒

脱。他的《不染图》画中大气舒展的荷

叶，幽静的莲枝，清丽的荷花与水鸟的

动静呼应，使画面气象横生。再如《清

韵》画作中，站在巨石上的几只八哥左

顾右盼，像在互吐真情且各显其神态。































 

记者 手记

《红秋》 68厘米×68厘米

《秋塘群鹭》 220厘米×90厘米

《吉祥图》 180厘米×90厘米

《听雨》 60厘米×18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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