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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明，1954 年生于山东省莘县。1978 年毕业于曲阜师范

大学艺术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作品曾入选

第八届全国美展、第九届全国美展、全军第九届美展、第四届中

国体育美展、全国首届中国画人物画展、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

美术创作工程等国家级重大项目或展览。著有《李学明画

集》、《从山林到庭院》、《古典人物画谱（高士卷）》、《古典人物

画谱（童子卷）》、《李学明人物画新作集》、《当代中国画名家精

品丛书·李学明人物作品精选》等多部著作。并曾举办“文心

禅境——李学明水墨人物画展”等个展。

人间有味 画里情浓
—人物画家李学明侧记

本报实习记者 孙丛丛

画路循迹
李学明出生于聊城市莘县双庙村，从小

在徒骇河边长大。受故乡山水、风土人情的

影响，在他的画里体现着对童年的追忆和对

故土的依恋。

农村的生活、快乐的童年，在李学明的印

象中是一种诗意的清欢。走上绘画之路，他深

受祖父、伯父和父亲的影响。李学明的祖父是

一位纸扎艺人，凭借手中的“绝活儿”，他能将风

筝、绣球、楼房等各种造型塑造得逼真灵动。

而在众人眼中，李学明的伯父更是村上的一位

奇人。李学明回忆道：“他大字不识，却有一双

巧手，样样手艺都干得出彩。他曾在鸟笼上画

了一幅画，有人物、柳树、清泉……我每次看都

被其意境吸引，尤其是看人物时，感觉画中人

也在看我。”那时，伯父所画的“笼顶”在李学明

心中激起了波澜，画里的神秘世界吸引着他，

学画的梦想从那时起在他心中萌动。而从父

亲那里，李学明得到的是言传身教的书法功

力。“父亲是方圆几里公认的‘书法’高手，常被

人邀请写对联。我在父亲的影响下，很早就开

始临帖，还经常在作业本、书中空白页上练习。”

得益于平日里写写画画的积淀，李学明

考入曲阜师范大学学习美术，成为最后一届

工农兵大学生。“当时并没有系统的教学体

系，院系因老师而设课，教什么我们就学什

么。”回忆起那段时光，李学明感慨道，当时的

教学虽显杂乱，但能受教于陈玉圃先生，能经

常到孔府、孔庙写生，也是一件极其快乐的

事。陈玉圃不仅教会了他如何用线条来表达

自己的创作意图，还以自身的文学修养陶冶

了他，在陈先生的影响下，他喜欢上了苏东坡

的诗词。苏东坡飘逸出尘的个性和词中的画

意，渐渐地融化为李学明的绘画语言。

“其实，画画越往深处走，你越会发现最

重要的不是技法，而是人文修养。”回观自己

的艺术经历，李学明坦言离不开早期农村生

活的润泽，更离不开自身的积累与求索。他

研习“八大”、吴昌硕、齐白石等的花鸟，深爱

“二王”、苏、米、黄的书法，深受“海上画派”

名家的浸润……历经岁月，李学明逐渐经营

自己绘画中的人文品质。“画到后来，就是‘写

心’。”他如是说。

文心禅境
纵观李学明笔下的画作，他不为圣贤、名

人立传，也不去讴歌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他

偏爱童心、童趣的儿戏，无论是画幼童山野

行乐、嬉闹争斗、礼佛读书、煮茶下棋，还是

放风筝、点爆竹、捉迷藏、玩灯笼，无不神形

毕现地刻画着人物天真无邪的动人情态；他

也钟情于古代文人的野航、雅集、赏月、听

泉、吟诗、品画、会友、抚琴……那种古意悠

悠的朴素，传递着浓郁而纯正的文人气息，

尽 显 不 趋 时 尚 、不 求 闻 达 的 平 稳 心 态 。 所

以，有评论如是说：“儿童的稚味，老者的拙

味，文人的品味，佛家的禅味，农家的乡土味，

传统的人情味……在李学明的画里得到了完

美统一，构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可思而不

能至的完美境界。”

画古人古事，是中国绘画的一大传统，但

画好并非易事。大胆地把民俗民情搬入画

中，是李学明人物画的一道独特的景致。他

坦言，这种风格源自于内心的自省。“乡土生

活是我所留恋、所想象的‘诗意的栖居’，曾经

在农村，我们‘一家合力耕春雨’，我与祖父、

祖母、父亲、母亲一起干农活，生活纵然清苦，

但充满了乐趣。”在李学明看来，农耕文化、故

土生活传递的是素朴情感，同时也成就了他

的艺术灵魂。

“文学、戏剧、绘画、书法……一切艺术

都源于对生命的感悟。”因此，李学明的作品

在描摹对生活的感 动 外 ，还 表 露 着 对 生 命

的 体 察 。 在 他 简 单 的 构 图 中 ，不 光 有 悠 闲

舒 适 的 质 朴 情 调 ，更 有 阅 尽 天 风 海 涛 后 的

开阔格局，这些独特的意境，他并不刻意经

营。“文化、艺术的‘修为’靠的是水到渠成，

若刻意用心，就失去了求索的乐趣。”山上松

涛、水之浩渺、碧草绿树、枝上蝉鸣……宣于

心，游于艺，李学明在与笔下人物的对话中

澄怀悟道、吐露本真。伴随着中华文明五千

年的历史，他从博大精深的儒、道、释文化中

领略精神，展现了文人画格高、趣浓、艺精的

古意与格调。

以画写心
“我这个人自知没有官运，也没有过多世

俗的追求。把画画当成爱好，在画中寻找内

心灵魂的自由，似乎是冥冥中的暗示。”

在内心清净的状态下，李学明追求中国

文化中万物与自然的相依相携，以心养画，以

画写心。“这非朝夕之功，更不是下蛮力，而是

智慧的沉淀和厚积薄发的过程。天赋、勤奋、

人品、修养都是画家的必要修行，缺一不可。”

在他看来，《古画品录》将“气韵生动”作为“六

法”第一，首先是对天赋的要求，而书法、古

琴、博弈、篆刻都是古人的智慧，是修身养性

的艺术活动。他还认为，勤奋更是成为画家

不可或缺的要素。几者皆备，再加上好的悟

性，才能有好的作品。

“画家年轻的时候可以广开思路，多多练

笔。但到了一定年龄和火候，便要有一方专

长，有一些‘绝活儿’，底蕴加上积累，画才更

有滋味。”因此，他更推崇 60 岁以后的齐白

石。他从齐白石 60 岁以后的画作中，读出了

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况味。所以，在李学明

的画里，从笔墨技法上也经历了由“繁”至

“简”的渐变。“从‘繁’到‘简’，对于画家来说，

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李学明说。

现今，李学明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

5 点钟起床，或画一会儿画，或临会儿帖，一

天尽在写写画画中度过，晚上 10 点准时入

睡。“作画需要灵感，需要冲动，要让笔墨、道

具传神，使人物传情，就必须让内心全部释

放，在自然间完全打开。”

作为一个有个性追求的画家，李学明表

示，未来岁月，自己还将尝试不同的创作风

格。“但凡有追求的艺术家，都不拘泥于一套

定式，心性在变，作品也随之而变。常常对自

己的作品‘不满’，才能有更满意的佳作。”

素 朴 与 纯 真
田黎明

李学明是当今画坛上一位

画风朴实，意境隽永的人物画

家。他的作品里印映出了深厚

的中国画学养。

他通过精湛的笔墨技法、丰

富的生活体验和对生活的细微感

知来传达他对中国画的认知和深

切理解。他画的是自己的生活，

是童年时代的纯真，画面注重对

生活情趣的表述，渗透着平淡的

意境，体现了他长期对中国画的

积累、体悟和感触，把中国传统文

化的理念，借助笔墨慢慢地在宣

纸上渗透出来，让人感觉贴切、淳

朴、单纯。

李学明绘画题材广泛，有高

士与自然的融合，有佛家的超凡

心境，也有儒家与自然间的天人

合一。我感受到他坚持对中国

画品格的把握和体验，这种把握

和体验更多建立在他质朴童真

的人物造型和具有天趣的笔墨

之中。他画中有金农的感觉在

内。金农的画特别注重把生活

锤炼成一种文化品质，李学明的

画中融入了金农的学术思想，把

自己的生活和对事物的认知转

化为个性笔墨语言和笔墨感受。

在李学明的画中，我看到的

是中国乡土文化的朴素之美，而

这种朴素之美与个人的学养、修

行和认知分不开，在这个层面上，

李学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画

学人，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

来阐述自己对生命、对生活、对文

化、对品格的向往和体验。

作 品
评 论

伴着傍晚时分的夕阳和画室里的淡淡

茶香，李学明老师将他与绘画的情缘娓娓道

来，我越发觉得，面对一个简单极静的人，一

切故事都那么意味不凡。

李学明喜欢简单。家中通透的空间、极

简的陈列有如他性格的宁静，在他的意识

中，简单不仅是生活的情趣，更是内心的淡

泊。“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

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

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苏轼诗中所描

绘的那种清淡的欢愉，少一些“闹热”的炒

作，多一份知足常乐，正是李学明内心的坚

守。这种豁达的心性使他在物质世界里时

刻清醒。“我刻了一方印章，名曰‘勿忘我’，

就 是 要 提 醒 自 己 任 何 时 候 都 不 能 迷 失 自

我。”他说。

李学明亦重感情。《邻比翁》、《徒骇河》、

《笼顶》……读他的诗文佳句，尽是对往事的

回味，无不情浓。在他“诗书画印”的世界

里，寄托着对故土的追忆，因而，那些对人生

命运、健康人性或温暖人情的诗意描绘，格

外真实可贵。

坚守心灵的净土、回归精神的家园，在

画家生命的内省中，经营出了独有的画里况

味。从李学明的画中，你会感到安慰、感到

怡然。

坚守心灵的净土
孙丛丛记 者 手记

南山清风图 68厘米×136厘米 2010年

青山无语 23厘米×50厘米 2012年

山翁行乐 68厘米×42厘米 2011年

·艺苑

柳荫归牧图 68厘米×136厘米 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