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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有句云：生命本没有意义，你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倘若终

日冥思生命究竟有何意义，不如为生命做点有意义的事。胡适的生命在上世纪初便发

出了引领学术的光芒。我们的同乡王羲之先生，性爱书法，池水尽墨。千载之下，凡

学书法艺术者，无不以之为师，而其生命亦赋予了它伟大意义。

写字不过一技耳，然使一技进乎道，则功夫必在写字外。故王羲之之字，进道

而已矣，是王羲之以笔墨为技能、以心学为道统、以山水为情怀，使之然也。既以写

字为一技，见道而已矣。那么，画呢？则曰：画亦如是焉。画亦一技，进道而已矣。

使画进道，则功夫亦在画外。故中国画学以读书、写字、游历为第一要事。读书以养

气、写字以养笔、游历以验证，而后于画，方可见道，方可赋予生命之意义。

李刚、高群、王方、刘耿、孙成满、刘樾、胡珂、惠钧、谢康、张伟、刘明杰

者，是必已过而立，是必以此下功夫，是必亦有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胡石曰：观

其行、察其色、读其画、测其品格，无往而不收。中国画之花鸟门，历史悠久，高

手如云，以其工者如黄筌、逸者如徐熙、笔墨恣肆如青藤、冷峻如八大、闲适如沈

周、情性如白石，风标千载，气格流贯，以为后学之资。李刚重水墨，游于青藤、八

大之间，已透消息；王方师宋元，以子昂、舜举为参照，力追清气；刘耿于山水，独

喜黄公望，笔墨之间，多有会心；刘樾攻徐熙，兼擅写意，期以两者会通；孙成满宗

孙艾，闲情逸致，散淡为怀；胡珂取法陈白阳，于严谨处着力；高群怀情致，忘怀笔

墨，高蹈自然；惠钧信步边文进，适意在王渊；谢康求意笔，放逸恽南田；张伟于林

泉，繁密中求疏朗；明杰求明利，山川不染，朗月清风。是以为学有序，以求知行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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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石

蒙 以 养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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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学者绘画（简称文人画），自魏晋发祥，唐、宋

有所发展，至元代成为画坛主流，明、清时期更有新的开创。

历来诸多名家，皆以高深的文化修养为根基。中国文人画以其

独特的造诣，成为世界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明、清之际

出现过一批有代表性的大家，八大山人便是其中的一座巨峰。

八大山人俗名朱耷，江西南昌人，出身明末皇家宗室，系

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嫡传。八大山人亲身经历了家国沧桑巨

变，最终入禅合道，集诗、书、画于一身，开大写意简笔之妙

境，独步古今，可谓登峰造极。他的艺术历程被后世学者归结

为三个重大时期，即：23-55岁进入艺术萌芽期、55-66岁进入

艺术突破期、66-80岁进入艺术成熟期。

任何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必然具有其内在的体系

规律，象八大山人这样一位造诣高深的人物，他对艺术的规律

的体认见解是非常深刻的，他却没有专门的自行表述。尽管如

此，我们通过研究考察他的身世经历，交游学识和其传世作品

以及诗文题语中透露出来的思想信息，便可探出其深藏其中的

哲学理路。

中国画强调意境，写意画更是注重“意在笔先”。笔墨

是中国画的基本语素，而笔墨技巧需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方可成就。八大山人以书法入画，笔力千钧，有“金钢

杵”之美誉。他用笔气脉连贯，删繁就简，恰到好处。臻达

“从艺术的必然王国”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王国”的

化境，正是“无法之法乃为至法”。这一切与他学养深厚、变

化神奇、怀抱超凡是不可分的。

中国文人学者非常注重先做人后做学问。潘天寿论画云

“石溪开金陵、石涛开扬州、八大开南昌，皆从蒲团中来”。

此处“蒲团”则是指澄怀味象、参禅悟道。参禅悟道旨在见

性，做个真人。何为“性”呢？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事物最

美好的合乎自然之道者为“性”。禅宗有诗云“有情来下种、

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情”是指一种

由大爱生起的舍我利他的品质，而非恣意放纵的欲念。大爱生

起时，见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心中无“贪、嗔、痴⋯⋯”，

只有甘于奉献的大爱真情，人格的力量才得以彰显，智慧便从

心源处流出，绵绵不绝，才能见到一切物相之真美，而非偏

李行（李刚)  号复观。1969年出生于山东莒县。1993年毕业于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同年9月工作于临沂画院，任职院长助理；1994

年入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深造；1996年加入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2001年担任临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2007年就读于中国美术家协

会高级研修班。主编、发行多部美术刊物及书画作品集，作品多次

荣获各类奖项。现居北京。

住址：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北一区40号楼一单元1202室

电话：0539-8880025  13854930176  15810120459

邮编：102218

浅谈八大山人

知、偏见。有了正心、正见，书画家在写生、创作或临习拜读

前人经典之作时，便可见到一山、一水、一花、一草、一笔、

一墨之内美。作品才能显现出“正大之气、中和之美”⋯⋯这

一切皆源于心性。只有心不沾尘俗之气，方能下笔不凡。八大

山人自然是见性开悟之人，他28岁得正法，成为佛教曹洞宗第

三十八代宗师。他的书画造诣并非普通学者认为的，皆来自

“家仇国恨、颠狂悲愤”，而是胸怀超绝尘寰的高远志趣，崇

尚魏晋时代的林下风味，气象高旷而不入疏狂轻薄，深得古人

雅静之意。八大山人所到之境无人可至，历来罕有解者。因其

神定心安，故以幽偏自居，不怕世人以薄劣视之。

艺术家们非常注重“状态”，书画作品则是书画家精神

的外像。八大山人有行书扇面《昭阳大梁之十月书以曾老社兄

正》：“静几明窗，焚香掩卷，每当会心处欣然独笑。客来相

与，脱去形迹，烹苦茗，赏文章，久之，霞光零乱，月在高

梧，而客在前溪矣。随呼童闭户，收蒲团，坐片时，更觉悠然

神远”。山人状态不言自证。

世上峥嵘，竞争人我，证悟后，则由峥嵘的尘世，走入平

和之境。禅心是清净不争之心、所在皆适之心。一切具足、圆

融，不增不减，如太虚、如朗月。八大山人认为他是不耻于争

斗的人，故将作画称为“涉事”，即随意来做此事而已。“涉

事”也是即“平常心是道”。

山人有一方印“驴屋人屋”可见其心法至深。此语出

自《禅宗集成》“诸佛体圆，更无增减，流入六道，处处皆

圆，万类之种，个个是佛。譬如一团水银，分散诸处，颗颗皆

圆。⋯⋯人身如屋，驴住为驴屋，人住为人屋”。此语用于绘

画，则屋为形式，内含为本质。笔墨是形相，根本是境界的

升华。吾辈要“舍驴屋入人屋，舍人身至天身，乃至声闻、缘

觉、菩萨、佛”的境界。

“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州山，时人已知

处。”八大山人像古云野鹤，独来独往，出离被时俗污染的人

间，将自己的艺术境界推向无人知晓的极点。但人们不仅没有

忽视他，最终还被后世学子们加以追摹，堪为百代宗师。这正

是山人已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高妙境界啊！

                                                        辛卯吉月   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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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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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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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我的家在山东省沂南县诸葛村，孔明故里。

那地方很美！

院落掩在槐树和榆树的浓荫里，村东紧靠沂河，河水长年奔流，

村西是一片开阔的农田，旁边还有池塘。夏天的时候，河水涨满，池塘

里漂着绿色的浮萍，青蛙和小鱼儿在水底嬉戏。

记得小时候，除了玩儿，还要帮着大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

儿。叫上几个小伙伴儿，带上镰刀、筐子，到地里打猪草。一路唱着跳

着，无拘无束。最爱干的事儿莫过于跟着大人到河边洗衣裳，河里有一

块很大很大的石头，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

夏天的晚上，空气中弥漫着庄稼的芬芳。和伙伴们躺在装粮食的

大粗布口袋上，满眼都是璀璨的星光。在姥姥的口中，天上那所有的星

星都有着自己传奇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梦总是浸润在这

样天真的幻想中。

那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世界会发生如此大

的变化。儿时的玩伴已经东奔西忙，村庄也分为老村和新村，上年纪的

老人依旧坚守在老村里，而瓦房林立的新村则成了年轻人的天下。从前

清纯的沂河水也早已不再清纯。或许只有经历了沧海桑田变化之后才能

懂得什么才是最值得珍爱的。

小时候的生活对我影响很大，童年的记忆对我而言甚至可以说是

一种生活的境界。它既是我从前的一种经历，又是我今天的一种追求。

在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里，它就是我珍藏爱物的阁楼，当然，它也是我

艺术创作的最肥沃的土壤！

                                                                                       高   群

高  群    1987年7月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美术系，获学士学

位，1996年7月结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2004年

7月结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三届中国画名家班。现为山东美

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临沂市美术家协会人物画艺术委员会主

任、临沂市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临沂市女书画家协会副主

席，临沂师范学院特聘教授。曾出版《高群水墨人物小品》、

《高群乡村情趣》等画集。

难忘童年



9

高群作品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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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之为何物，性灵也，亦写画者之心。

曾几何时，带着一颗对绘画不明就里的心，随波逐流，难以自主。中国画像一株圣洁的白莲

在远处散发着绝美的光，难以触及。除却一些美丽动心的刹那，多的是苦。心在无尽的外缘中动

荡流转，怎能不苦？

“信而好古，慎终追远”。胡石先生一语惊醒梦中人！而此后读书、赋文、写字、临画，才

真正让心沉静下来。沈宗谦有句云：“学者，规矩而已，规矩尽而变化生。今之学者失规矩而求

变化，否矣”！画学之道亦如此，师古人效前贤，中国画必然从临摹入手，才能有法可依。这也

是中国画一脉相传的必经之路。

在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习之前，陈绶祥先生嘱我临画百遍而后再谈画事，可见没有临摹

就没有发言权。学习期间，对赵氏《调良图》和钱选之《扶醉图》两幅经典画作，心摹手追，画

稿不下百幅，方得一点意思，探得其沧海一勺。书学钟太傅，临习百遍，知其笔墨绚烂而归于平

淡。点划之间的缜密敏感以及落笔之下的穿透力，体会古人的用心之处，想见古人挥运之时。

“文章人品，才情性貌。”中国画的生命在于骨与魂的锻铸。其“文雅堂正，高逸灵动”是

中国画的终极追求，也是其风骨与诗魂的高度统一。

在对古画不断地解读之中，也逐渐悟出了“艺游于心”的高妙，同时也触摸到了中国画那条

纵深的文脉。

每读顾氏《洛神赋图卷》、《列女仁智图》及《道子墨宝》等经典力作，总能唤起我如是的

一些意象：张彦远的迹简意淡而雅正，谢赫的气韵生动，苏轼的如灯取影⋯⋯

我低回着这些意象：古雅、堂正、清逸、干净⋯⋯或许这就是中国画所要传递的人文精神

吧！

一盏孤灯、一方画案、一杯香茗陪伴我走过了无数个闲春散秋。其间的苦乐逍遥，飞扬神采

在心闲气定的今天似乎也显得有些苍凉了。东坡云：“气象峥嵘，文采绚烂，渐老渐熟，乃早平

淡，非平淡，绚烂之极也”。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道不远人，在传承中国画精髓的道路上，我选择做一个虔诚的信

徒，守望着千百年来所遵循的古法，圆满自足，不假外求。

                                                                                             2011年3月9日王方写于北京

王  方    1996年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006年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陈绶祥艺术教育工作

室，师承陈绶祥、胡石诸先生，现为临沂市青年

美协副主席，作品发表于《美术界》、《美术观

察》、《东方美术》、《山东教育》等刊物。出

版有《王方画册》、《王方中国画人物作品选》。

主持“水墨青华”——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并主编

《水墨青华》等多部画册，作品为国内外人士收

藏，并收录《中国中央文化网——中国画家——王

方》。现居北京。

寂寞与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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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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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至魏晋　焕然大观　前有王辅嗣之言不尽象　得意忘象　后有向

郭作有无之辨　曹卫顾陆　擅名千载　竹林之士吟咏性情　哲匠既出　

焉能不兴　惜乎其迹散逸　惟感文怀之　幽渺渊奥　作空绝之叹

唐人豪盛　多做教化之功　人伦之需　唯王摩诘作诗画一贯　文人

画之滥觞也

山水者　得天地之性　成造化之功　养众生以情致　通幽微之妙灵

　夫纲祚衰毁　生灵涂炭　山水之隐　由来已久

爰至五代　天下既乱　荆浩耕于太行只洪谷　李咸熙避之营丘　范

仲立居于终南　危峰高耸　烟林清旷　泉石啸傲　坐看云起　遂理通神

会　百代标程

宋人重文抑武　仁徽诸帝　皆一代名手　以一朝之力　建极丹青　

后莫能之

荆浩传于关仝　李咸熙传以郭熙　王诜　李晞古接范宽　关仝　董

源之于巨然　宋人之迹气韵雄强　笔势磊落　六法俱全　万象必尽

元季夷变诸夏　精英之士聚于江南　三湖九泖　富春江畔　平淡天

真之趣会于绢素　调格超逸　笔精墨妙　宋人之外别构一番灵奇

宋人惟洪谷子之言笔墨　余皆不语　然笔拟万象　墨生千山　元人

不言丘壑　然一丘一壑自是过之

老子曰　道法自然　画者亦贯道之器　岂徒一技耳　深黯山水者　

必合道焉

明季石田　衡山居吴中富庶之地　拥沧浪拙政之园　自得其乐　无

远足之苦　文沈之作　譬若沧浪　荆范之迹是谓太行终南　格局日下　

独善而无从兼远

曩日于上博观东瀛藏宋元名迹　后有明清诸家殿之　然衡山　原济

　石谷之作　若抱琴呼鹤之童　俯于中正素雅之堂　宋元以降　画道式

微　以至今日竟阊闾之人所为　不亦悲哉

刘  耿    1972年出生，山东沂水人。延

安画院画师，青岛风翰画院副院长。先后在

刘海粟美术馆、山西大学举办学术交流展。

曾游学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院，师从

陈绶祥、林海钟诸先生。

画道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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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耿作品
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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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耿作品
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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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耿作品
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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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珂    山东临

沂人，媒体业者。喜

书画，鉴赏。

闲赏白云

我性慵懒，随心见性，凡事常不作紧张想。

慵懒，自谓是一种状态，亦是一种心性。以此种

状态读书、习画，倒也自出机杼，别具生面。近读陈

淳，得悟其“逸”、“松”、“散”之情性，一花半

叶，淡墨欹豪而意足气振；放逸洒脱，萧散简远，与

我心有戚戚焉。

二程云“观天理亦须放开意思，开阔的心胸，

便可见”。即心灵能“廓然而大公”则“物来而顺

应”，心则会无所滞碍，无所拘限，充满圆融而活络

玲珑。故知襟怀坦荡，始得有见。

明道先生亦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

川。时人不识予心灵，将谓偷闲学少年”，随物优

游，物运我运，物潆我潆，廓然心境，尽此规模几

人？

浅浅陋陋，散散点点，任岁月悠悠，施平素之践

履，积心性之陶养，怡然自乐哉。

                                                            胡    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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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珂作品
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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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珂作品
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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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珂作品
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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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成满    1999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国

画系，多年从事美术教学工作，潜心于花鸟

画临习与创作。

Email：sunchengman001@sina.com

Tel：13793928909

砚边散记

虽无缘目睹徐熙“落墨”之风韵，仅“野逸”二字，

便令我心驰神往，欲罢不能。东坡诗云：“江左风流王谢

家，尽携书画到天涯。却因梅雨丹青暗，洗出徐熙落墨

花。”可见熙画之自然与古雅。

《宣和画谱》卷十七徐熙条下述曰：“徐熙落墨以写

其枝叶蕊萼，然后傅色，故骨气风神为古今绝笔。”宋沈

括《梦溪笔谈》述徐熙用笔“以墨笔为之，殊草草，略施

丹粉而已，别有生动之意。”此述可知，徐熙画花乃写花

之意。想熙之写意，定非今日之一意挥洒，纵横笔墨，应

是笔端幽微细腻，勾勒遒劲，点厾自然，姿态传写神妙，

真写花草之意也。既有造型之严谨，又有书写之率意，乃

工笔意写之古意。米芾《画史》评曰：“黄筌画不足收，

易摹，徐熙画不可摹。”吾谓求形色相似者，易摹也，

不可摹者，盖笔端功夫，书法功力而为，传神写意也。为

求此笔墨之表现力，我始临写徐渭、陈淳诸家，笔底却不

能简劲内敛，全无静穆之气，险有纵横习气，故而识趣收

笔。

熙画至北宋中期备受重视，效法者亦多，或重造型，

以墨渲染；或重书写，以求率意。至元钱选、王渊、张

中，明吕纪，皆承其韵，我便逐家临写，但觉笔不从心，

难求其韵。

熙孙崇嗣得其祖之真，且又效“黄家富贵”之格，独

创没骨法，至清恽寿平远承衣钵。为寻徐熙之气息，我便

临写南田之作，所憾笔下全无南田之灵性，竟有些许脂粉

气与雕琢感。

心幽昧兮无所从！恰此时胡石先生引禅宗一事开导

于我：画如驾车，车不行，须打牛，若打车，徒劳无益。

何谓牛？于中国绘画便是书法功力与文化素养。自此我便

潜心魏碑晋帖，日兮月兮，乐此不疲，闲暇多不敢自逸。

如此一年之久，未曾画过一枝半叶，只在书中寻求右军笔

意，虽未及皮毛，却能体察出笔端些许幽微，再临写宋元

名本，亦感自如了许多。

此时，胡先生看过我的画作，谓其风格与明代孙艾有

相似之处，便嘱我临写孙艾之《木棉》、《蚕桑》二图。

孙艾亦一处士，好学任侠。《常熟志》载：“尝凿虞

山阳崖为泉，结庐以待游者。”足见其处士情怀与徐熙高

雅自任之性可有一比。其《木棉》、《蚕桑》二图，枝叶

茂密，翻飞多姿，花态娇艳，抑仰含情。墨色变化微妙，

风格清疏淡雅。沈周评曰“得元人天机流动之妙”。我临

写之际力追其花叶姿态及笔墨变化，既求造型之严谨，又

重书写之率意。并遵胡先生之嘱，去其拙气，达我秀气，

果然有雅逸之象溢于缣素。

于此深感先生为人师之独到与严谨。每与先生交谈，

总嘱我等注重读书写字，修身养德，依仁游艺。画一技

耳，画外之功，尽显画上，人品既高，画韵便高，腹有诗

书，画亦文雅。此教诲谆谆，不敢丝毫懈怠。

观今日国画，或革新，或创异，精彩纷现。置身于

此迷离多姿之局，吾独求徐熙笔，孙艾意，固守此隅而不

渝。

身居闹市，无缘烟霞之侣、泉林之志，素好索居闲

处，捧一卷经书，研一砚老墨，飘一缕茶香，便可伴我散

虑逍遥之心境。若此时，绘意兴起，心中墨色相纠结，笔

端枝叶竞飞扬。

                                                   辛卯岁初成满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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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成满作品
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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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成满作品
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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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成满作品
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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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樾（刘雪峰）    山东临沂人。全国自学考试中国画专

业专科毕业,工作于山东省临沂人民公园。擅长工笔、泼绘花

鸟。作品多次在国家、省级展览中获奖并被收藏。中国残疾

人美术家联谊会副会长、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女

书画家协会会员，临沂市青年国画家艺委会主任。

主要获奖作品：《夜色斑斓》入选奇迪杯全国第五届工

笔画大展，获“收藏奖”。《丽影》在山东省首届中国画双

年展中获“佳作奖”。《夜斓》在首届山东省残疾人书法、

绘画、摄影大奖赛中获“二等奖”。作品《生命》入选第四

届“北京2008”奥林匹克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中国残疾人优

秀书画作品展”。作品《夏语》入选牵手残疾人走进残奥会

《中国当代画家作品展》。

画之历程

总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伟大、感叹生命的珍贵世事的无常。总在试图寻找一种煤介来表

达着什么⋯⋯于是拿起了画笔想以此来抒发心中的感慨，却时常词不达意。

忽一日“师法古人”四字如雷贯耳，使茫然不知所措的我茅塞顿开。面对古意盎然充

满禅意的古人之作，我由惊憾到释然。于是开始如饥似渴地临古作、习书法、读书来灌溉这

片久旱的心田。

一时期，醉心于宋画的勾摹描画，感觉只能慢条斯理的表述其意境，不能痛快淋漓地

畅达胸中之意气，而转笔写意。搜罗历代花鸟画家独钟于陈淳。正值展览，斗胆将第一次临

陈淳之作悬于展厅。巧在之极此日胡石先生莅临展厅，观之给予极大的鼓励。并言：“你就

临他的画，要深入研究。在临其笔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气息。你当于此处培养本领。”尔

后便倾心于陈淳的漫兴墨戏中。 

“画者心印也”。相对宽裕的家境，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加之淡泊名利，放任不羁的名

士气度，形成了陈淳高迈的绘画风格，潇洒磊落，心随笔运，神与物游，一意于笔情墨韵的

表达，林泉之志的抒发。因此它不是马远，夏圭式的剑拔弩张，不是徐渭式的郁积勃发，也

不是仇英式的“耳不闻鼓瑟之声”，它纯然是一种托物寄情的漫兴墨戏，恬淡、轻松、祥

和，从心所欲。陈淳的气息在此，要使古人之作化为己作，在摄取对方气息的同时自身也应

具备气息。所谓：同是学一苑，而各各不相似之故也。

只是我学识修养尚浅所以自身气息尚不成熟，这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日积月累点滴进

补。路已定心已安，我将踏实的一步步走下去，期以早日得古人之精髓化为吾言来抒发心中

感慨。

                                                                                                     刘樾（刘雪峰）

                                                                                                      2011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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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樾作品
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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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樾作品
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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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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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年高中毕业后，我顺利的踏入了大学校门，所学的专业便是中国画，参加工作后，业余时间

多用在绘画上。十七年来，对中国画的认识由无知到逐渐感悟。在实践中，明确了绘画努力方向。

“画从于心”，绘画意境亦是由心而造。心要远尘，不可被尘世利欲所蔽。力求清澈见底透明

清纯，要让自己的画“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爱美之人善于发现美，将生活中的花鸟草虫加以提炼变

化，寻求画中洒脱、富贵之气息，传达出简洁独特之风格。要具备“心性之光”，必须破除古今之

隔，眼界要高，这需要在继承传统上下很多功夫，从宋元到明清名家名画反复临摹，启发自己的悟

性。还要加强对传统的参悟，可从三个方面来认识，一、笔墨的追求；二、学问的熏养；三、仕气品

格。

“笔墨”是文人画的主要表现手法，“书画同源”。书法对于形象的依赖小，一笔一线则可体

现艺术家的思想，更接近美的本质。虞世南所摹《兰亭序》秀美清逸，褚遂良所摹《兰亭序》则沉稳

敦厚。画家们借个人才智，生笔墨万千气象。倪云林之清，董玄宰之秀，齐白石之老辣，潘天寿之刚

猛。实各家绘画美之所在，放之全图如是，集之一笔一线亦如是。如人之自身，笔墨之美绝非仅形

体、五官俊美，而重在气质风韵，这种气质风韵举手投足即可表露，是美与生命的结合。

对于笔墨之追求限于画内，而文人画家更注重画外求画。要勤于学，所学者，诸子百家，诗词歌

赋，琴棋书画，鉴定考古，学养既深，出手即高，出手既高，其绘必高。也就是说，要画文人画，首

先要是个文人。文人画家王维，其本身就是个大诗人。苏东坡更是大才，诗词文章冠天下，书法名列

宋四家之首。在他们笔下，绘画只是文化的集中体现与结晶。文养对于绘画何以如此重要？其一，文

养之深可达于智慧，智慧眼光之所见必为灵魂本质，行于绘画，则可意犹未尽，直指人心。其二，文

养乃文化之修养，文养之深即文化广博，至广博方可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其三，绘画从属于艺术，

只在画中求画，如临溪垂钓，得一尾是一尾，而立足于文化则如江海撒网，可群而捕之，既省力气，

收获也丰富得多。画家如以深厚文养调于丹青，则如牛刀杀鸡般奏效。其四，文养之修炼，可成就画

家气质，体现于画面气息。要想真正传中国绘画之衣钵，除作画之外，还要读书、写字、刻图章，养

文人之心，修文人之智。

文人画的价值，除画内之笔墨，画外之学养，更要有士气——“逸格”。文气在于雅，士气在

于清，前者指学问，后者指气节，两者互为作用，成就画家品格。士人之心，以道德绳之，得士人之

心，即站到了道德这一边，既然有德，自然四海宾服。文人画家，很注重节操，并自然地流露于画面

的堂堂正正。文人画中无歌功颂德之媚，多归隐山林之傲。人物画少见，山水、花鸟大兴。亦无悦人

耳目之俗，多自娱自乐之情。追求自然纯洁。至纯则至正，至正则士气生。

文人画对笔墨的讲究、学养的重视、品格的追求，共同的构成了文人画的根本特征，并成为中国

绘画的精华，即“文心所在”。今日吾等后辈在继承传统上，须得掌握以上三点，文心不断，则可大

胆创新，勇于发展。正如禅家云门宗所言：“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是也！

                                                                                                                                      惠    钧

惠钧，山东临沂人，毕业于曲师美术系中国画专

业，获文学学士学位。进修于中国美院花鸟班。

2000年参加新世纪首届中国书画艺术精品大展，

荣获金奖；2008年参加山东省首届花鸟画大展；2009

年参加第三届中国当代著名花鸟画家作品展。国画作

品被韩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

艺术馆及个人收藏。170余幅作品辑入多部辞书。

现为山东省美协会员、山东省女画家协会会员、

临沂市美协理事、临沂市青年美协副主席。

文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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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钧作品
花鸟



34

惠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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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钧作品
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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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康    号观堂，山东临沭人。1997年入选全

国第四届篆刻展，2000年入选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

法篆刻展，2000年入选西泠印社第二届国际书法篆

刻展，2001年入选当代古典细朱文印精品展，2003

年在中国当代名家书画精品展中获银奖。近年来致

力于中国花鸟画的学习与创作。

观堂画学记

初学画，欲知笔墨，须临摹古人。古人笔墨规矩方圆

之至。山舟先生论书，尝言帖在看不在临。仆谓看帖是得

于心，而临帖是应于手。看而不临，纵观妙楷所藏，都非

实学。临而不看，纵池水尽黑，而徒得其皮毛。故学画必

须临摹入手，使古人之笔墨皆若出于吾之手，继以披玩，

使古人之神妙，皆若出吾之心。

 朱子读书法曰：“凡书只贵读，读多自然晓。”仆

谓凡画须多临，临多自然晓。又曰：“书读千遍，其义自

见。”临画亦不外一熟字。

临摹古人，求用笔明各家之法度，论章法知各家之胸

臆，用古人之规矩，而抒写自己之性灵。心领神会，直不

知我之为古人，古人之为我，是中至乐，岂可以言语形容

哉！

                                                                 谢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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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康作品
花鸟



38

谢康作品
花鸟



39

谢康作品
花鸟



40

刘明杰    1975年生于山东临沂。孙天牧老人

关门弟子，山水画硕士研究生。曾研修于中国美术

学院。出版有《刘明杰山水画集》、《刘明杰诗词

选》等。有多篇论文和文章在国家核心刊物上发

表。新华网做过多次报道。

画贵古意

画者，文之率也，一以贯之者，古意也，唯恨其势寖减，是以悟道者力倡以新民，使止

于至善，遂生 “画贵有古意，画无古意，虽工无益”之论也。以赵子昂此论合于画道，故不

可不知、不可不析、更不可不践也。清以降，画道式微，画工骤增而古意锐减，逮今臻极，

然物极必反，遂令得道之士贱时风、贵古意。

古意殆所谓诗情画意之境、文雅静逸之气、古朴隽永之趣、清淡空灵之味。厥可定轩

轾、别雅俗，澄襟怀、悦情志，又能赖之衡画者之识、延观者之寿、悟自然之道，为画之灵

也。文人凭之以雄世，画工藉之以深境，故不可不追也。

欲追古意，当止于至善，欲止于至善，须内外兼修，内修分人品与学问，外修唯技而

已。欲修内外，当先辨其主次，内修为主，故而欲追古意，应以修人品及学问为平生要务，

人品高丹青则呈中正之气，学问深笔墨则有文雅之致。礼义孝悌忠信廉，人品之准也，经史

子集道佛玄，学问之本也，外此，临池、游历亦不可忽也，是以往代诸贤皆致力于此：王维

为九州之楷，苏轼乃四海之模，云云。

外修为次，外修即修技也，技初干于古法，后关乎造化，画者运技状物，以物修技，

故能活古法、出新技。因古法裨于古意，虽非其根，画者亦须博通之，“寻根”乃习画之道

也，古今先贤皆上行，吾曹岂有不下效之理耶？譬之北宗，唐李思训承隋展子虔，李昭道接

李思训；北宋赵伯驹、赵伯骕继大小李将军；南宋四家，李唐师李思训，刘松年、马远法李

唐，夏圭学李唐、马远；元孙君泽、夏明远习马夏；明王履及浙派戴进、吴伟宗马夏，周臣

习南宋四家，唐寅法李唐、周臣，仇英宗赵伯驹、李唐、周臣；清溥心畬师法马夏、仇英；

近现代陈少梅学南宋四家、戴进、吴伟、唐寅、仇英，今之孙天牧接陈少梅衣钵并上溯南宋

四家、戴进、吴伟、唐寅、仇英，续接、复兴失传三百余年之北宗。然而北宗皴法，但一斧

劈耳，何出众家之制哉？皆因前贤善师古人之心，精研古人之迹，据所得古法描绘造化，以

造化增减古法，故而造新技、成己貌，复用新技写胸中山水以传情达意，造境合于写境，天

人合一，又因源出正脉，是以不乏古意。此非限于北宗，南宗、花鸟、人物莫不如此。

内修缓于外修，二者呈于画，亦然。内修之效虽初幽后显，然待功成之时，画格、气

韵、意境皆令潜心外修者望尘也，若内修外修悉成正果，画者便心合古人，画自饶古意，技

遂进乎道矣。

                                                                                                                       刘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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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杰作品
山水（整幅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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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杰作品
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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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杰作品
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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