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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铁山，1939 年 生 ，

湖南人。1959 年毕业于

湖北美术学院。现任中

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水彩

画艺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湖南省文联荣誉委员、湖

南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

席。主要作品有《洞庭湖

组 画》、《摩 洛 哥 小 镇》、

《列维坦故乡》、《金色伴

晚秋》等，均为中国美术馆收藏，其中《金色伴晚秋》获

全国第六届美展铜奖，并入选“中国美术馆建馆 30 周

年馆藏珍品特展”。他曾先后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

馆、深圳关山月美术馆等举办个人画展，出版有《黄铁

山水彩画集》、《黄铁山作品选》、《中国名家黄铁山水彩

画临本》等。

水彩画是舶来的西洋画种，她的故

乡远在大西洋碧波中的英伦三岛。水

雾迷蒙的湿润气候，草木蓊郁的植被覆

盖，深厚的人文传统和先进的工业文

明，催生了水彩画这一独特而优雅的绘

画艺术。如果从 1715 年郎世宁首先将

水彩画引进中国算起，这一舶来品在本

土已历经 288 年历史；如果从 1864 年上

海“土山湾”孤儿院设立“土山湾”画馆，

培养了我国第一代的水彩画家算起，也

已近 250年。创立“中国水彩画”是中国

几代水彩画家的夙愿，老一辈画家早已

有明确的构想。林风眠先生在 1962 年

召开的“京沪两地水彩画家座谈会”上

就说过：“水彩画和其他画种一样，脱离

不了三性：民族性：应一看就知是东方

的，而且是中国的，即使是外来的方法

迟早也必须和民族传统发生联系，成为

民族化的、中国风的。时代性：不但思

想方面有，形式也有时代特点。个性：

是在民族性、时代性中不同的画家又有

不同的个人风格……有这三性，可以大

大发挥创造。”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画家，黄

铁山在追求中国特色、民族气派与地域

风 情 的 艺 术 道 路 上 走 出 了 较 远 的 里

程。但对于自己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

他一直采取不事张扬、低调处理的态

度。正如艺评家蒋祖烜所言：这是因为

他“没有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单纯的画

家”，始终“把目光和才情投到整个水彩

画事业乃至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从

感性到理性、从画家到市场、从弱势到

强势、从少数到大众，这与他个人的创

造相比，显然是更为艰辛的跋涉。自

1999 年出任中国水彩画会主任以后的

十几年时间里，黄铁山以学术带头人与

践行者的姿态，坚毅地将创建有中国特

色的现代水彩画体系向前推进。

黄铁山认为，如今水彩画在国内的

发展已经到了厚积薄发的阶段。中国

水彩不论在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性的表

达，手法的多样性、丰富性等方面，都已

呈现出自身独特的面貌。“一种声音构

不成音乐，一种颜色构不成色彩，一种

味道也构不上美味，只有不同才能相辅

相成。就我们水彩而言，应该更加强调

和而不同。一方面要表现中国人的生

活和自然面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

的精神，追求中国画的意境和写意精

神；另一方面，对于世界进步的健康的

艺术，我们应该本着费孝通先生‘各美

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的原则，欣然接纳，融合之。”

近年来随着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

的日趋完善，水彩画的价值也逐渐被

市场发现和接受，成为继国画、油画

后的新宠。黄铁山恳切地说道：“有梦

想，就有机会，漫长的艺术道路上我

们必须把握现实，付出长期艰苦的努

力。很多人画水彩都容易移情别恋，

很少人做到从一而终，但真正的画家

还是要有点耐得住寂寞的奋斗精神和

自甘清贫的献身精神，在水彩的领域

发挥出自己的光彩，共同创造中国水

彩未来的辉煌。”

1999年 8月，第九届全国美展水彩、粉画展在古城南京开幕。以这次

展览为分水岭，水彩画从往届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四大门类之外的“其

他”类的附属地位冲决而出，以三个金奖与油画、国画平起平坐。中国水

彩画界泰斗、世纪同龄人李剑晨先生莅临展览，老人坐轮椅赏评作品后，

兴奋难抑，热泪盈眶，流露出与他的高龄不相称的激动，他说：“一个世纪

的中国水彩理想，你们今天实现了！”为中国水彩画圆梦的有老一辈水彩

画家开拓的业绩，有新一代青年画家创新的成果，更有中年一辈水彩画家

承上启下的艰苦努力，正如《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水彩卷》序言中所写的：

“中年画家是当前我国水彩画创作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他们大多数毕业

于五六十年代，受过严格系统的美术教育，有着丰富的经历和长期的生活

实践、严谨的造型功力，创造出了具有一定时代性的作品。”黄铁山无疑是

其中成绩斐然的重要一员。

1939 年 3 月 17 日，黄铁山出生于

湖南省西南部边远的洞口县山门镇。

镇上一色古旧的老式小街，散逸着湘

西民居的吊脚楼的韵致。“我不足月就

生出来了，像个小猫一样，而且出生后

不久，母亲就去世了，人家都说我活不

了。家人为了让我活下来，就给我取

了一个不容易死的名字——‘铁山’。

结果我就真的活了下来。”黄泥江清冽

的激流从重峦叠翠的雪峰山奔腾而

来，孩童时期的黄铁山站在吊脚楼上

临河眺望：河水拂着柳枝，在细小晶莹

的石子与沙块上面流过，穿过山门后

便注入一马平川的田野，微风夹着成

熟草木的香味，把芦苇与庄稼吹得有

如涟波荡漾。他全神贯注地瞧着、听

着，仿佛自己随波逐流地跟着河一起

去了……他闭上眼睛，便看到光怪陆

离的颜色：蓝的，绿的，黄的，红的；还

有巨大的影子在飞驰，水流似的阳光

在倾泻……好似悬在动荡的天空。

故乡的美丽令人心颤。与生俱来

和与日俱增的对大自然的迷恋、对劳

动人民的崇敬，长期滋养着画家的诗

情与灵性。1953 年从家乡小学毕业

后，黄铁山考入湖南省艺术师范学校，

师从王正德先生，这位毕业于杭州艺

专，秉承了英国水彩画的正宗和体系

的 良 师 ，带 着 他 走 上 了 传 统 水 彩 之

路。“我从王正德先生那里学习到水彩

的本体语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水’

和‘彩’。不发挥水的长处，水彩比不

上油画和粉画的表现力；不发挥彩的

特点，比之水墨画的神韵又见逊色。

但它妙在水与彩的结合。”紧接着黄铁

山考入湖北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科，从

魏正起、钱延康、孙葆昌诸先生学习水

彩，油画受教于杨立光、万昊先生，国

画受教于张振铎、王霞宙先生。黄铁

山一方面发奋读书，广泛吸收各画种

营养，一方面在水彩画上以近乎狂热

的激情单科突进。

从大地汲取灵感和营养，以稚子

般的好奇心与“生疏感”去体味对大自

然的新鲜感受，是黄铁山创造实践中

具有个人特征的重要路径。当时美院

附近有一家奶牛场，他每天天不亮就

赶去做准备，等待着第一缕晨曦的降

临。“绘画是视觉艺术，作者的创作和

观者的欣赏都是以‘看’为途径的，艺

术的感染力也从中而生。画家的看，

不光是用眼去看，更要用‘心’去看，去

感知，去领悟，只有这样才能进入艺

术的堂奥。”黄铁山在画中真切地注

视着大自然的醇美与宁静，诚挚地抒

写着自己的精神历程与心灵幻象。勤

奋的劳作，使黄铁山在各方面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多年以后，黄铁山仍感

激 学 院 里 严 谨 得 法 的 基 本 功 训 练 。

“一切艺术都是以技艺为起点的，水

彩画更是如此，没有‘素描’的造型

能力和把握整体的能力，没有色彩的

感悟力和表现能力，水彩画便无从起

步，因为水彩画特别需要果敢、准

确、放眼全局的处理，基本功不过硬

而去追求偶然的廉价的成功，只能昙

花一现。”黄铁山表示，绘画基本功

的磨练，是一个画到老学到老的漫长

过程，永无止境。

1959年，黄铁山大学毕业后，被分

配到湖南省群众艺术馆工作。在湖区

农村和山乡的生活与创作艰苦而又充

实，黄铁山披肝沥胆、闻鸡起舞地踏进

乡间的泥泞，乐此不疲地展开自己的

画笔，描绘那苍老而坚强的农舍、广阔

而成熟的田野、远山溪河、乡野阡陌。

他认为画家应该将自己化入自然，与

自然中的生灵和事物融为一体，带着

对 生 活 的 爱 去 细 细 地 感 悟“ 事 物 之

神 ”，去 领 略 大 自 然 诉 说 的“ 某 种 东

西”，并努力捕捉造化之美，从而表达

自己的“内心视像”。“真实生动的生活

原型、真诚深刻的感受体验、真挚质朴

的艺术表现，永远是艺术创作成功的

必由之路，如若淡漠了艺术和生命的

联系，艺术必会枯竭，必然失魂。我对

山乡的感情是很深的，我的创作始终

没有脱离湖南山乡的山水和老百姓，

与我对乡村的爱、对农民的爱是紧紧

联系在一起的。”黄铁山说。

五十多年来，黄铁山背负画具，

辛劳跋涉于湖南的三湘四水，烟波浩

渺的洞庭湖泊，神奇秀美的武陵山

峰，喧闹多彩的苗家集市，秋色浓艳

静悟造化 心慕自然

1963 年，“英国水彩画 300 年作

品展”在上海展出，展出期间，黄铁

山对照原作临摹了波宁顿、瓦利、麦

尔维尔、透纳等水彩画宗师的大量作

品，“深切地感受到水彩在透明、轻

快、润泽的语言外，更重要的是英国

水彩画丰富的表现力，既有恰到好处

的形体塑造和精确入微的空间、色彩

关系，又有厚重充盈的艺术格调。从

而对水彩画的审美趣味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同时，黄铁山对中国绘画传

统的学习也从不懈怠，创作之余，他

精心临摹了一批宋画和石涛的山水

画，直接体验到中国画的笔墨与意

境。黄铁山认为，每一个勇攀艺术高

峰的水彩画家都必须狠下功夫，把传

统西洋水彩画的一套学到手，把传统

中国画的精华学到手，把老一辈水彩

画家的探索成果和经验学到手，要像

李可染先生说的“以最大的功力钻进

去”，只有那样才有可能有高水平的

超越前人的创造。

上世纪 70 年代，黄铁山在农村

做了 10 多年中心工作，与农民同吃

同住同劳动，对农民生活状态有所了

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概 1980

年至 1981 年间，他到湘西考察民间

美术，在那里偶然看到一个场景：太

阳下山的时候，一个五保户老妇在自

家院子里晒了一地的谷子，她正低着

头拣稗子，拣得那么认真，旁边几只

鸡啄食她的谷子她都没发现，完全陶

醉在有限收成的喜悦里。“这个画面

形象地诉说了她的吃苦耐劳、坚毅、

知足，既令人崇敬，又不禁心酸。我

感到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母亲的形象，

因而孕育了我的画意。另外，金黄色

晚照的色调，老妇蹲地形成的整体外

形和晒谷耙的长直线的对比，粗毛巾

和饱经风霜的手展现的肌理，也给了

我形式的启迪。最后创作了《金色伴

晚秋》。这些都是生活的赐予，我只不

过是靠着感情的共鸣得以领悟而已。”

该作品获得第六届全国美展铜牌奖，

为中国美术馆收藏，后参加该馆建馆

三十年馆藏珍品展。

1991 年，黄铁山作品《潇湘月》入

选《JCA 世界美术年鉴》。在水天一色

的朦胧夜色之中，一轮圆月挂在天边，

空气里风在轻声絮语，荡起的涟漪把

月光一轮一轮破碎，几只水鸟在空中

拍打着翅膀飞向远方……著名散文诗

作家邹岳汉先生曾用一首短诗咏黄铁

山的《潇湘月》：白昼，一扭脸匆匆走

远，不再回头；月亮，在前方升起又一

轮太阳。夜色，一层层变得浓厚了，总

裹不住比夜色更为深沉的翅膀。天

空，因翅膀而辽阔；黑夜，因飞翔而孕

育希望。黄铁山的水彩画捕捉的是一

个诗意的空间，并不宏大，也非辽远，

但他所塑造的那些经典的意象，却是

一个个古典而优雅的梦，像谢灵运乍

见池塘春草，像李白回首峨嵋秋月，像

杜甫偶见夔门朝暾，像孟浩然眠觉夜

雨落花，像王摩诘静听空山鸟语，像刘

禹锡仰看清空孤鹤……似乎画面上每

一缕阳光，每一片倒影，每一块石头，

甚至天空下每一条颤动的树枝，都充

溢着诗的素质，让人顿生归来与栖息

其中的遐思与向往。

黄铁山于 1988 年访问非洲四国

之后创作了《非洲组画》，至 90 年代后

期又创作了《开春》、《朝山》、《暮归》等

优秀作品。黄铁山在水彩画创作上努

力不懈地实践再实践，在现实主义的

道路上致力于民族气派、湖湘特色和

个人风格的探索，真挚的情感升华为

感人的审美意境，他以清新、明朗、水

色通明而富有重量的画面语言，一方

面挥洒光影、明暗、块面造型、层次丰

富的优长，一方面融入中国画的气韵，

形成浓淡相宜、水色交融的特性，最大

限度地扩展着水彩的表现力，造就出

“气来、情来、神来”的境界。更重要的

是在推动中国水彩艺术发展上，他不

仅作品生动感人，而且不盲从，不随波

逐流，多次撰文理性地论述水彩画健

康发展问题，从理论和画作上都体现

出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在实践中踏实进

取的楷模精神。

贯通古今 融汇中西

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

化笔化境 天人合一
——访水彩画家黄铁山

本报驻山东记者 陈丽媛

的湘南村道，西域迷蒙的边城小寨，

幽谷叠翠的江华林区，温馨安谧的苗

家小院……无不印上他的足迹，他紧

紧拥抱着湖南这片养育他成长的热

土，有描不尽的千般思念，画不完的万

般情怀。他曾满怀深情地说：“名山大

川对我来说似乎总是‘陌生的美人’，

我乐于默默地画我深爱的乡土风情。”

《朝阳》 68厘米×78厘米 2008年

《西湖秋荷》 75厘米×100厘米 2007年 《西非海岸》 75厘米×98厘米 2004年

《金色伴晚秋》 32厘米×83厘米 1997年

《湘江渔舟》 55厘米×73厘米

本版责编 陈丽媛 美编 李小妮

D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