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家简介：

萧平，别署平之、戈父，室名爱莲居。1942年生于重庆，祖籍扬州。1963年毕业于江苏省国画院，曾

任职于南京博物院19年。1981年调至江苏省国画院工作，集书法、国画、书画鉴赏、书画史论、书画收藏

于一身，作品不拘一格，借古开今，清新放逸。在国内外举办个人书画展20余次，作品被故宫博物院等国

内外10多家博物馆收藏。出版书画集数十种、研究专著12部。现任江苏省国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江苏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江苏省美术馆鉴定顾问、南京博物院鉴定顾问，兼任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西泠印社艺术品鉴定中心专家委员会

委员、江苏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国韵文华书画院副院长、江苏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江苏省海外联谊会文

化艺术委员会主任、江苏省政协书画室顾问。江苏省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

□□ 邵大箴

传统中国画家历来讲究创作自己

的个性面貌，凡是有所成就的画家都拥

有独特的绘画体貌、样式。

画家作品的样式、面貌，与其个人的

经历、品性与学养有密切关系。萧平出

身于有浓厚国学氛围的书画世家，自幼

耳濡目染，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

对书画产生浓厚兴趣。青年时期考入江

苏省国画院专修班，得到傅抱石、钱松

岩、林散之、亚明等现代金陵诸家的指

导，并有机会参与当时国内艺术界的多

种学术交流活动，视野得以开阔。1963

年，毕业于江苏省国画院后在南京博物

院工作，有机会接触大量古代书画作品，

开始钻研古代书画鉴定，得到徐沄秋的

悉心指导，后又拜师徐邦达，随其鉴阅故

宫及南方诸省市博物馆珍藏的作品。长

期以来，萧平负责江苏省书画鉴定工作，

过眼书画逾万件，为国家及时抢救和保

护珍贵文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也从中

得到了丰富的艺术滋养。

从 20世纪 80年代起，萧平回到江苏

省国画院，成为职业画家。不过，他一直

坚持着书法、绘画、鉴定和史论写作四项

并举的方针，一面从事书法与绘画实践，

一面仍继续书画的鉴定与研究。无疑，

正是基于这些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与修

养，构成他与众不同的绘画面貌与格局。

萧平说：“我相信，建筑一个广阔、

深厚的基础，才有塑造成功大厦的可

能。”他不断地钻研艺术鉴定和研究，他

不懈地体察和感悟人生、自然，均为其

构建个性风格打下坚实的基础。

萧平的绘画创作不定格于一个品

种，他兼顾山水、花鸟和人物三个方面，

坚持从生活出发和有感而发的原则。早

期作品重师承，广泛吸收前人经验，可谓

“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为我所用，在

尝试各种技法中抒发内心感受，寻找个

性的表达方式，逐渐形成他自成一体的

儒雅、平实、柔和的绘画作风。惟其不露

锋芒，乍一眼看似平常，但只要稍细心阅

读，便会发现他不凡的艺术功力和独特

的艺术匠心，其中包括以书法为功底的

笔墨修养，以及浓厚的文化底蕴，作品经

得起品评、琢磨和推敲。显然，这既是他

学养的自然流露，又是他个人性格的真

实反映。笔者在与萧平的接触中，感到

他是一位艺通古今、思维敏锐的学者型

艺术家，但他从不自命清高或自视孤傲，

举止谈吐总是温文尔雅，其画如其人。

萧平说：“中国画的意象体系具有

不息的生命力。在掌握其理法之后，便

可在造物和意念之间的广阔天地里自

由驰骋。”他深知，鲜明个性的绘画面貌

无须刻意追求，而是随着生活体验、艺

术实践的积累和修养的提高，水到渠成

地显示出来，他所要做的只是因势利导

地加以强化而已。从 20世纪 80年代初

期开始，他将自己的画室“朝华馆”更名

为“爱莲居”，以“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激励自己“淡于名利，不倚不傍，唯真、

善、美是求”。同时，萧平也颇钟情于莲

荷的创作，之后以此为主题举办展览，

并出版《莲韵》画集。他在这本画集“代

序”中说，这第二本画集“都是花甲后的

作品。较之为第一本……大约总有一

些变化的。”出于谦虚，萧平没有道出其

水墨荷莲与前期作品相比较，发生了哪

些变化。在笔者看来，他仍然保持着一

以贯之的儒雅、柔和的气质，但绘画新

作的品相发生了变化，变化发生在他长

期以来一直追求的意象的创造之中。

简单地说，他一方面更大胆地从传统大

师的影响下走出来，忠于自己的所感、

所思，抒发自己的情思和展现胸襟；另

一方面，他在造物和意念之间更多地重

视意念的作用，作品更具写意性。

他从小爱花卉，荷花是最爱，他在观

察和写生中领略和赞赏荷的美。但他的

这些作品距离写生较远，而是在观察、体

验的基础上，充分展现自己的想象力和创

造性，技巧、技法也更为放松、自由。他迷

恋于大写意手法，或用流畅的笔线，或用

泼墨泼彩法，尽情地挥写，格调或清新或

雅丽。我欣赏他的泼彩画作，如《玉露洗

残红》、《朝雾荷池》等，彩与墨和谐地交

融，形成浑厚、丰满、充满情致和神韵的画

面，整体氛围令人陶醉，细部处理耐人回

味，作者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表露了他的

豪爽、率真、柔中有刚、刚柔相济的性格，

写出了他心中的荷莲，更抒发了他的审美

理想。笔者认为，这些莲荷作品是萧平绘

画创作的转折点，是代表他艺术成就的绘

画样式，也表明他正在以更稳健的步伐朝

着意象创造的方向迈进。

萧平的绘画创作还正在进行之中，

未来的前景是可以预料的。凭着他的

勤奋、学识和悟性，萧平绘画样式的个

性面貌会更强烈、更鲜明地呈现出来。

对于“中国画危机论”，萧平答曰：“（画家）不要为了硬让人家说有现代感而违心地装点

门面。画家既生活于现代，呼吸的是现代空气，过的是现代人的生活，其审美要求又怎么可

能拘泥于传统？揠苗助长不如水到渠成，现代感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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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永年

我国古代有所谓“鉴者不画，画者不

鉴”的主张，也许受这种绝对化主张的影

响，在当代，虽然中青年国画家辈出，精

鉴而善画者却稀如星凤，有之，便不能不

想到萧平。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还是

1983年，他就受到了美国研究中国画专

家兼收藏家高居翰的邀请，与中年书画

鉴赏专家杨新联袂访美，蜚声海外。

萧平 20世纪 60年代毕业于江苏省

书画院，在其后的近20年中，一直工作于

南京博物院，始而专事创作，继之便游弋

于无比精美的书画收藏之中，研习鉴真辨

伪，走出了创作与鉴赏并重的治学道路。

因为他始终从事创作实践，所以在

鉴定中理所当然地避免了“望气派”（书

画鉴定方法之一）的粗疏肤浅，能够深

入到古今各家的笔性（书画诗文中所表

现的作者各自的风格特点）中去求索，

进而洞察其风格的形成与变化，知其然

而穷其所以然，由是事半功倍，眼力遽

增。远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叶，他执笔

撰写的《吴县洞庭山明墓出土的文徵明

书画》就显露了精鉴而博学的锋芒，受

到文博界的关注。

与某些文物行业的鉴定人员不同，

萧平善于把辨真赝、断时代、明优劣与

画史、画理、画法的系统研究结合起来，

在鉴别研究中理解传统，并以对传统的

周详认识理清画法的渊源流变。由画

家吴养木绘图、萧平著文的《山水画传

统技法解析》，便是上述努力的结晶。

多年来，他不仅创作了构思奇妙

的、以六朝陵墓石狮为坐骑的《山鬼》和

巨幅山水《牛首春浓》等优秀画作，而且

作为江苏省文管会的鉴定专家，他走遍

了江淮各地，遍览历史名家作品，鉴别

书画数以万计，为发掘和整理书画遗产

做出了许多建树。难怪故宫博物院研

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

书画鉴定家徐邦达“文革”之后第一次

南下归来逢人便说：“我发现了两个人

材，浙江有黄涌泉，江苏有萧平，他们对

地方名家的认识是我所不及的。”此后，

萧平便成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

书画鉴定的丰富实践，推动了萧平对

传统的深入领悟，使他创作才能的发挥有

了深厚基础，使他在按个人性情选择传统

精粹时得心应手。青年画家华其敏有一

段论述给笔者的印象极深。他说，人们对

中国画传统的认识，往往来源于失去了原

作精神的印刷品，以讹传讹，得到了糟粕，

失去了精华。萧平得天独厚之处，首先在

于他对传统的见解以鉴别原作为出发点，

既然已汰去了伪作劣迹，又总是面对原作

中的精品去考究，自然容易在传统的发展

变化中把握其一以贯之的精义。南京大

学教授吴白匋称萧平“真迹鉴千卷，英光

罗一胸”，即是有感于此而发。

当“中国画危机论”自南京传遍全国

时，笔者曾在钟山之麓重见萧平，开口便

问：“阁下对危机论有何高见？”他说：“中

国画的意象体系具有不息的生命力。在

掌握其理法之后，便可在造物和意念间的

广阔天地中自由驰骋，犹如天马行空，何

危机之有？”笔者问：“难道这个形成于封

闭社会中的画种没有局限性吗？”他答：

“局限性主要在于作者本身的学识修养，

所识浅陋，所养不充，自不能使传统丰富

完善，传统是要发展的，以自己的实践完

善丰富传统正是现代人的使命。”笔者又

问：“那么，你是否认为不需要吸收西方近

现代艺术？”萧平答曰：“我在20世纪60年

代就喜欢印象派，看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与

中国的意象艺术也有其相通处。关键是

能否不着痕迹地消化吸收，而非盲从。”笔

者又诘辩道：“痕迹都看不见了，又怎么体

现现代感呢？”萧平笑了，答曰：“我看不要

为了硬让人家说有现代感而违心地装点

门面，画家既生活于现代，呼吸的是现代

空气，过的是现代人生活，其审美要求又

怎么可能拘泥于古人？揠苗助长不如水

到渠成，现代感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的。”在这里，笔者无意评价危机论与萧平

不息论的孰是孰非，而是想说：萧平的创

作确实身体力行着他的认识。

萧平是一个书画兼长，山水、花卉、

人物并工的多面手。他在精研鉴赏之

前，师承傅抱石、亚明，作品中既洋溢着

新金陵诸家的生活情味，又流露着笔端

聪明，在运用中国画范式且渗入写实主

义造型能力上也已远胜古人。在精研鉴

赏之后，萧平由于对传统的深入研讨，开

始由本师而上溯宋元明清诸家，还因为

他雅善书法，善于在书画的联系中相参

妙悟，因而别有所见。他的书法幼承家

学，以汉隶及孙氏书谱筑基，尤爱行草，

取法北宋黄庭坚及明末诸家，追求自然

放逸，尤喜在用笔迅疾中出之以清劲跌

宕，自成一体。这种书法造诣，使他在许

多画家还不能越出写实主义雷池或只追

求一笔一画的形式美之际，已对笔墨运

动中的抽象表现力有了较多的领悟，认

识到中国画的意象美，妙在具象与抽象

之间，在画内与画外之间。

萧平的山水、花卉与人物都各有师

承，各成风貌，又渐趋风格的统一。他的

山水画融合“宋骨”“元韵”，又取明末诸

家之变，且合元代王蒙之“苍”与清代石

涛之“润”为一，在一气呵成的笔墨律动

中，抒写胸臆，表达情感，但这一切又都

紧紧围绕着构筑充溢诗情的意境。或以

前人诗句为题，借独特感受而生发新意，

或升华现实所感而独具风情，风格灵秀

而雅逸。他的花卉画不像山水那么清

丽，面目十分豪放纵肆，似乎斟酌于明代

徐文长、清代李复堂、清代吴缶庐各家之

间，取徐的恣肆、李的磅礴、吴的沉酣，以

之不厌烦地描绘荷花，歌颂其“出淤泥而

不染”的品格。他的人物画则醉心于描

写自己崇仰的古代文人名士，画法多受

梁楷、张风的影响，时而泼墨淋漓，时而

寥寥数笔，略形取神，又不太远于写实主

义的造型观，画风是率意而疏宕的。

不少年轻画家，身在中国，却不遗余

力地模拟西方现代派艺术。萧平访美归

来之后，却从异国作品中更加看到了中

外艺术的相通之处与各自的优长，更加

坚定了深入开掘传统、广取博收，变化出

新的认识。他的绘画也便向着人们所说

的“新文人画”方向发展。从近年的佳作

中可以看到，他一改宋骨元韵并重的昔

日追求，更多属意于元人的情意，极尽笔

墨之变，由繁简相间步入简于迹而繁于

意，由多少还有一些刻画的痕迹，转向自

由抒写。他已经开始将各具面目的山

水、花卉、人物统一于清空、灵动、率意而

适性的风貌中，追求着淡而厚、实而清。

一些出色的作品仿佛均在山泉的荡涤

下，从内部放射着隔帘看月、隔水看花般

的清光，极大地增加了透明度。这种妙

在远近之间的灵秀清逸的新貌，虽未必

对观者有多大的触动，却能够给人以舒

悦的美的享受。我想，精鉴而善画的萧

平，必定会在二者的相辅相成中，在艺术

上不断拓出新的境界。

（原载1988年《萧平书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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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杰出书画家系列——萧平

萧平的绘画样式萧平的绘画样式

活动联系人：陆鹏 电话：18210389166

《朝雾荷池》2002年

《齐白石像》1995年

《台湾太鲁阁胜境》2009年

萧平在书法、中国画创作、书画鉴赏和美术史论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诸多论家已著

文给予很高的评价。作为一位萧平绘画作品的读者，本文仅就其中国画的体貌、样式，发

表些浅显的看法，以此作为与萧平的一次学术交流，并就教于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