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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一笔差距在哪里
——记北京画院花鸟画研修班导师提名展

画 院 名 家

画院动态

本报讯 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驻波黑大使馆支持，中国国家

画院主办，中国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的“水墨情怀——中国国家画院水

墨艺术欧洲巡展（波黑展）”，于当地

时间 7 月 15 日在位于波黑首都萨拉

热窝的波黑国家美术馆开幕，展出

了来自中国国家画院 24 位艺术家的

60件水墨作品。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江舟介

绍，本次展览以“水墨情怀”为题，意

指在严整的中国传统水墨艺术价值

体系和开放的全球化语境的双重挤

压下，当代水墨艺术家为建立既具

深厚的传统文化基质，又具鲜活的

当 代 品 质 的 当 代 水 墨 艺 术 价 值 体

系，所付出的艰辛探索，和其表现出

的文化担当与文化情怀。

据悉，此次展览结束后，还将赴

黑山、克罗地亚等地展出。 （美周）

“中国国家画院水墨艺术欧洲巡展”启幕

杨惠荃

近日，由北京画院主办，北京画院

美术馆与北京画院培训中心承办的“花

翎清韵——北京画院花鸟画研修班导师

提名展”暨“北京画院 2018 级研修生结

业式”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本次花

鸟画研修班导师提名展以“花翎清韵”为

主题，汇集了近些年北京画院优秀研修

生的作品 70 余件。这是北京画院近 10

年来首次举画院之力，为研修生在北京

画院美术馆举办作品展。参展作品展现

了当下中国花鸟画创作教学领域的最新

成果，以及在人才培养与教学研究层面

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同时饱含着导师

们对于学员艺术创作的勉励。

花鸟画作为中国画三大科之一，内

容题材十分广阔。各类动植物以及与

动植物生活、生长有关的一切环境都可

入画。可以说除人物之外，自然界的一

切都可作为花鸟画的表现对象。中国

人对大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大量描写

山川树木、花卉禽鸟的诗歌和绘画，构

成了人们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特有的审美理

想陶冶下，花鸟画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运

用比、兴等手法，通过自然界中的花鸟

寄托人的主观情感的艺术创作形式，通

过创造气韵生动的画面来展现作者内

心世界，而画中的花和鸟以及一切自然

物像，只是表现人的情感的语汇，观者

则可以沿着生机勃勃的画面所提示的

方向，来体会作品所包含的内蕴。

如何处理与时代的关系

与时俱进是所有艺术门类面临的

问题，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

馆馆长吴洪亮在回顾中国近代花鸟画

的历史时表示，工笔画与写意画一直呈

现出互为高峰或低谷的起伏态势。在

20 世纪初，写意较强而工笔较弱，改革

开放以后，写意画方面名家辈出，而近

十几年来，写意画的发展相较工笔来讲

又处于劣势。花鸟画作为中国画的一

个局部，同今天中国画所面临的问题是

一样的。如何处理好与当今世界的关

系是每一个画种都会遇到的问题，自上

世纪九十年代初，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

后，花鸟画与新的时代要求同步成为所

有老师及艺术家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花鸟画发展到今天，一部分与

新的时代内容相结合，上升到了生态

学，也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高级意识层

面。北京画院画家方政和认为，古人说

花鸟实际上是一种概括，是生物最灿烂

的时刻，花鸟画发展到今天，更要关注

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人同自然和谐发

展，花鸟画才是美的。今天人们的一些

做法，正可以通过花鸟画的方式，表示

一种委婉的劝告、善意的提醒，即善待

自然才是善待人类自身。的确，这不仅

为花鸟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也有

利于从艺术方面唤醒人们对自然生态

的责任感。新时期花鸟画面临种种问

题与挑战，吴洪亮持有一个乐观的态

度，他认为今天反而是花鸟画发展的一

个好时机，人们对生态给予了更多关

注，而花鸟的画意世界是人与自然的密

切关系的一种表现。有关现代花鸟画

的转型，方政和认为，首先要有非常好

的传统笔墨，充分把握古今中外有关花

鸟生态的人文认知，再结合时代特点。

不仅要继承古典笔墨，更要遵循内心的

真实感受，只有把古与今、内与外、人与

自然的关系体现到最好，才能有强烈的

个人痕迹，这样的作品才能感人。

“意”字用好才能打动人心

据了解，有关花鸟画的教学工作一

直是北京画院的工作重点，在教学过程

中，导师会针对不同地域、学习背景的学

生，了解每个学生的艺术敏感点，一对一

地教与学。“这种静水流深、娓娓道来的

教学方式，讲究一个‘慢’字，以缓缓的节

奏，不操之过急，不急于拿出作品，学生

同样需要保持耐心、细心、真心，因为顿

悟需要时间，而将写意中的‘意’字用好，

才能打动人心。”方政和说。

就如何实现从对自然的写生描摹

到笔墨创作的转化问题，方政和提出了

两点关键，一是当我们面对大自然时，

将自己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二是画家手

上有多少技法。笔墨如同画家手中的武

器，修养即内功，而人的精神有其投射的

地方，每个人灵感的触动点也各有不

同。“写生作为教学的环节之一，正统规

范，可以从一定程度避免‘野狐参禅’，出

来的作品传统雅正。艺术没有捷径，写

生却是坦途，写生如读帖临帖，我们要善

于汲取古人智慧。”方政和说。要想成功

实现转化，首先要弄清二者的本质区别，

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北京画院艺委会

主任王明明认为，创作跟写生、生活是有

距离的，两者并不相等。要避免盲目写

生，写生的目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

写生中寻找艺术感觉，二是摸清物理结

构，中国画最重要的元素是超越具体结

构而对宏观的整体进行把控。对陆俨

少、张大千这样的大家而言，写生更多是

观察、是转化，这就强调了画家自身对事

物的主观印象，再加上画家的修养、心

境，成为达到表现自我面貌的一种化

境。是通过实地观察事物产生的形而上

的认识。正如书法中所讲的“妙在能和，

神在能离”。从关注技法进而升华到艺

术本源的过程，是画家自我磨炼修养，加

强对中国美学的深入理解，借鉴吸收的

过程。即作为画家要有更高的艺术追

求，更长远的艺术视野，将情感倾泻于笔

端，画出感动自己的作品。

回到案子上作画

围绕本次展览，多位专家进行了热

烈的教学经验交流和讨论。王明明表

示，现在有很多人用西方学院式写生的

画板来画写意画，他认为这会带来两个

问题，一是因为板子加上毡子的原因，线

条吃不进去就会很飘；二是用墨问题，比

如水量大的作品就很难上去。而线条的

轻重缓急、皴擦点染都需要靠笔的力度

来体现。王明明建议画家们回归传统，

到案子上作画。

涉及笔力的问题，免不了谈及书法，

中国传统的书法与绘画可谓双生关系，无

论是在技法还是审美取向方面都可以向

对方学习、借鉴，以书法的本体——线条

来说，在工笔画中就占有极其重要的位

置。中国画的基本功就在于书法。王

明明回忆了自己 6 岁第一次见李苦禅，

拿了几张自己写的字，李苦禅拿过来以

后马上翻过来，不是正面看书，而是看

笔画是不是力透纸背，因为不练书法，

线永远是在纸上飘。“像田世光这些老

先生，大家知道是名家，可是不知道好

在哪，差距在哪，同样的一笔，浮在上头

和吃下去之间可能就是好几十年的功

夫，这就是差距。”王明明说。

戴卫的人生经历和艺术生涯都充

满了磨砺和机遇。正因此，他的生活体

验才更加丰富多彩，他的文化和艺术感

悟才更加全面和深刻，他的艺术道路才

越来越充满跌宕起伏的美好故事。艺

术已经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可

以这样说，他的艺术就是他的生活，而

他的生活也就是他的艺术之全部。

戴卫自幼便显现出过人的艺术才

能。5 岁执笔学书画，12 岁第一次发表

作品。数十年来，他坚持孜孜不倦，深

耕细作，在插图、中国画、书法、篆刻、中

国画理论等方面，逐步展现出全面的艺

术天赋和深厚的艺术功底。纵观他漫

长的艺术历程，不论是青少年时期在四

川美术附中学习、在大凉山艰苦的知青

生活，还是中青年时期在四川人民出版

社从事美术编辑，抑或是师从黄胄、李

可染、蔡若虹、蒋兆和、叶浅予、陈子庄

等恩师教导，还是后来在四川省诗书画

院做专职画家，担任领导职务，耄耋之

年仍然潜心在画坛辛勤耕耘，培养和教

育书画青年人才。他的艺术人生，一步

一个脚印，不断前行、探索、升华。他 60

余年的艺术生涯，到今天已是硕果累

累，名满天下，现已成为四川画坛的领

军人物，中国画界的重量级艺术家。

戴卫的艺术实践，贯穿着中国古代

先贤思想的精髓：师古人，师自然，师造

化，中得心源。写生，是师从自然之灵

感。60余年的坚持写生，展现了戴卫先

生“搜尽奇峰打草稿”、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的坚定信念。离开写生，就无“师

自然”之说，则无“师造化”的觉悟和升

华，他的书画也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

就，更不会成长为一名书画大家。可以

说，写生是戴卫艺术创作的坚实地基。

戴卫的写生之路遍及祖国名山大

川、巴蜀美景人文、海外异域风情。他

的 写 生 ，不 仅 描 绘 祖 国 山 河 、民 生 风

貌 ，更 蕴 含 民 族 精 神 。 这 个 展 览 ，展

出了戴卫先生自 1957 年至今 60 余年

风 雨 岁 月 的 300 多 幅 珍 贵 写 生 手 绘

稿 ，既 记 录 了 戴 卫 先 生 和 自 然 、人 文

亲密接触的全过程，也是他多年来一

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进行艺术创作

最好的见证。虽然展览的容量是有限

的，只能反映他 60 余年写生丰硕成果

的 一 个 部 分 、一 个 缩 影 ，但 展 览 的 精

神内涵却是无穷的。更为重要的意义

在于，通过“戴卫写生 60 年作品展”所

展 示 的 艺 术 思 想 、艺 术 水 准 、艺 术 风

尚 ，可 以 对 艺 术 界 ，尤 其 是 对 青 年 一

代 的 教 育 、培 养 和 成 长 ，起 到 重 要 的

示 范 和 引 领 作 用 。 一言以蔽之，展览

表达了画家内心深处的八个字——“不

忘初心”“不忘担当”。

戴卫的绘画艺术极具哲理性，尤其

是他的写意人物画，语言简洁，内涵丰

富，事半功倍，多快好省，融理性思考

与感情表现于一炉，作品不仅显现出

传统的功力与自己的个性，更彰显着时

代意义。

（作者系四川省诗书画院院长）

戴卫：另辟蹊径的哲理画家
编者：日前，四川省诗书画院名誉院长戴卫

在四川博物院举办了“不忘初心·戴卫写生 60年

作品展”，展示了他的艺术人生。

秦玉琴

西蜀风情（国画） 50×41.5厘米 1982年 戴卫

本报讯 （记者杨晓华）日前，由

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政协文化和

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天津画院主办的“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盛世翰墨·津门华章’——

天津画院建院 40周年美术作品进京

展”在北京中国政协文史馆开幕。

展览共展出天津画院全体离退

休画家、在职画家、青年美术创作研

究中心画家和学员等 86 人的代表作

品 100 余幅，涵盖了中国画、油画、版

画等艺术种类，作品注重在创作中体

现传统的韵味与格调，在社会变革中

获得持续的创作动力和源泉，展示出

天津绘画艺术的发展现状。

天津画院始建于 1979 年。40 年

来，几代画院人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始终坚持文艺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

向，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

艺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创作了一批深受大众喜爱的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的精品力

作，培养造就了一批有实力、有影响的

美术人才，形成了传统厚重、本真自

然、雅致大方的津派绘画品格，推动着

新时期天津美术事业的发展。天津画

院党组书记张桂元表示，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院上下勠力同心，砥砺奋进，

坚持硬件软件一起抓，阵地设施迈上

新高度；牢固树立精品意识，专业创作

实现新突破；坚持正确学术导向，学习

交流取得新成效；大力推进展览展示，

打造品牌特色呈现新进展，用饱含深

情的画笔献给祖国和人民一幅幅最

新最美的图画。

天津是文化名城、文艺重镇、京津

画派的发祥地之一。天津画院建院之

初就集中了天津中国画、油画、版画、

年画、漆画、雕塑等方面重要的美术

创作力量，形成了艺术门类齐全、名

家聚集的美术创作研究氛围，涌现了

一大批学养深厚、影响广泛的艺术

家。孙克纲、张德育、赵泮滨、吴燃、

黄维中、邓家驹、赵国经等一批艺术

家的坚守和奉献，秦征、陈因、林浦、

白金、王峰、何家英、陈英杰、贾广健

等历届院领导付出的艰辛和智慧，为

天津画院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张桂元表示，天津画院正是沐浴

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和阳光起步，脚踏

实地地走过了 40 个春秋。40 年来，

画院人不忘初心，开拓进取，薪火相

传，将全部的光和热无私奉献给文化

艺术事业。他说：“这次展览既是我

们的一次汇报、总结和接受社会各界

的检阅和指正，也是一次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凝望、回顾和交流，更是

我们践行文艺为民、为人民群众精心

准备的一道津味文化小吃，饱含着我

们对人民、对祖国、对时代的一份真

挚情感。”

天津画院建院4 0 周年

美术作品展在京举办

本报讯 7 月 10 日至 8 月 31 日，

由上海油画雕塑院主办的“时代风

华——上海油画雕塑院特展”在上

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举办。

上 海 油 画 雕 塑 院 成 立 于 1965

年，油雕院的几代艺术家们的创作

生涯前后相续交叠，经历了当代中

国发展变化的各个阶段，见证了建

国 70 年来国运变迁、走向富强的历

程。可以说，他们的作品从不同角

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当代中国

发展进程中的时代风华，传递了人

民大众的奋斗、劳作、期许、希望以

及欢欣等真挚情感。

上海油画雕塑院从典藏作品中

选取了部分历史性作品，与院专业

人员创作的近期新作一起，特别策

划了本次展览。展览不仅呈现了时

代风华，观照了历史记忆，映射了社

会生活，它还像是一个风格样本，呈

现了建院 50 余年来上海油画雕塑院

艺术创作题材、内容、手法、美学等

的流变。

（李百灵）

“时代风华”上海油画雕塑院特展在上海开幕

本报讯 （记者施晓琴）7 月 18

日，由北京画院、李可染艺术基金会

联合主办的“为祖国河山立传——

北京画院山水画家邀请展”，在北京

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美术馆开幕。此

次邀请展展出了北京画院山水创作

室李小可、庄小雷、谢永增、郭宝君、

牛朝、买鸿钧、徐卫国、刘旭、徐钢 9

位画家近年来的山水新作，展出作

品逾百件。

此次展览以“为祖国河山立传”

为主题，展现北京画院 9 位山水画家

描绘祖国山川的艺术佳作，既是当代

山水名家向李可染艺术精神的致敬，

也是向祖国70华诞的艺术献礼。

在 20 世 纪 中 国 画 的 变 革 浪 潮

中，李可染在万里写生路途中探寻

传统笔墨形式与自然山川的完美融

合，树立“为祖国河山立传”的艺术

信念践行山水画的创新与发展，为

传统山水画注入了新的艺术面貌与

时代特色。本次邀请展的 9 位艺术

家皆是在继承中国画优秀传统的基

础上强调写生，虽然各自独具艺术

风貌，但都注重表现自然景象的感

性特征和直观感受，于咫尺天地间

表现秀美壮丽的祖国河山，将自身

的艺术个性与时代审美相结合，可

以说与李可染“为祖国河山立传”的

艺术信念和人文情怀一脉相承。

李可染艺术基金会举办北京画院山水画家邀请展

全民全运（国画） 180×180厘米 白鹏

凝视（国画） 2018年 王江半山（国画） 69×69厘米 陈贵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