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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采姣

当今世界上，“小”和“大”
都是相对而言的。我在花鸟前
面加了一个“小”字，丝毫没有
贬低的意思。相反，却有“浓缩
就是精华”、“以小见大”的感
慨。而紧接其后的“大境界”三
字则是我——一位青年花鸟画
家对自己将倾毕生精力而为之
的花鸟画艺术的期待与希冀。
在我看来，花鸟画是一种依托
于天地万物的艺术，虽有鸟飞
鱼跃，花开花落，然终是不离故
土，这就需要花鸟画家以一种

“仁爱之心”去感悟、去升华事
物的本体。

陈师曾说：“文人画之要
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
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
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
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有此
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
能自感也。”花鸟画作为文人画
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不遗余
力地实践着“人品、学问、才情、
思想”的高度统一。窃以为，

《诗经》中的赋比兴三种主要表
现手法对花鸟画的影响是深远
的。历代花鸟画家总是有意无
意地在运用着这种手法来进行
创作。

花鸟之“赋”，
大境界的保障

《诗经》中的“赋”，就是铺
陈直叙，即人把思想感情及其
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
来。也可以通过铺陈、排比方
式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
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
性格行为，淋漓尽致地细腻铺
写。对照中国传统花鸟画，不
难看出，“赋”的表现手法在其
中的应用是非常娴熟的。花鸟
画历来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
一，视“抒胸中逸气”与“为天地
万物传神”相一致。他们对花
木草虫、飞禽走兽的写照皆赋
予其人类的道德情操，所谓“花
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
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
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至于鹤
之轩昂，鹰隼之击搏，杨柳梧桐
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
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
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
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

（《宣和画谱》卷第十五之《花鸟
叙论》）。这种借物抒情、托物
言志的表现方法既是“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理论的实际应
用，也是当代花鸟画家在花鸟
画的创作中所应遵循的原则之
一。他们既要继承古代画家文
化修养全面，重视笔墨，强调

“心印”传统的优长，又要高扬
“师造化”的大旗，寻求着如何
在花鸟画中提炼出客观对象的
主观感受，展现主体的情思。
注重对客体的观察、重视写生
与强调主体性情的抒写，在花
鸟画家的手中并行不悖。他们
在画法上强调提炼，强调成竹
在胸，强调一种在细心观察、深
思熟虑基础上的任意挥洒。

由于“年年岁岁花相似”，
花鸟画的题材相对于人物、山
水来说，受限的问题实际上更
为突出。在当今花鸟画坛，有
一些画家特别偏爱的题材，如
梅、竹、鹰、鱼、鸡等，不一而
足。同时，也有一些画家共同
喜爱的题材如牡丹、荷花等。
这一方面是受儒家入世精神和
厚德思想的影响，使得大气富
贵，充满人间温情的牡丹和洁
净雅致，象征高尚德操的荷花
深得画家之心；另一方面则是
艺术语言本身所决定的。牡丹
和荷花这两种花特别适应于笔
墨语言的探索与创新技法的使
用。画家们由于各自所处的环
境、阅历、才情、修养、品格等不
同，他们眼中、心中和笔下的牡
丹和荷花肯定是各有千秋的。
鉴于此，画家们并不惧怕题材
撞车，相反每个人都在探索各
自不同的艺术手段，努力使花
鸟画超越传统的书法用笔和以
线为主的笔墨语言局限，使其
变得更加丰富，并呈现出新的

视觉奇观。

花鸟之“比”，
大境界的纽带

“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
此物，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

《诗经》中比的运用很广泛，其
中有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
情的比体诗，如《魏风·硕鼠》、

《小雅·鹤鸣》等，独具特色；而
一首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
更是丰富。在《卫风·硕人》篇，
为了描绘庄姜之美，用了一连
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
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同
样的，花鸟画中“比”的运用比
比皆是。为了营造画面的丰富
性，除传统的工笔、写意技法之
外，在花鸟画中引入了重彩画
法，以及平面构成元素和制作
手段的加入，如热压、冲漏、泼、
洒、冲、流等手法，外加各种肌
理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都丰
富了花鸟画的语言，突显了花
鸟画的现代品位。值得注意的
是这种探索已经在一定范围内
形成了影响，在一些更倾向于
传统画法的画家那里也得到了
响应。但在我看来，这些和传
统所提倡的“写意精神”是相距
甚远的。描、模、制作都不属于

“写”的范畴，充其量只是雕虫
小技而已。花鸟画要体现大境
界的格局，除了题材、构图外，
画家的修为、秉性、人格魅力、
文学词赋等都在其中起着关键
的作用。

有人说，当代花鸟画坛，是
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崇尚创
造、崇尚自我、崇尚革新的画
坛，各种不同的画风、画法甚至
绘画理念之间，有碰撞也有融
合，但没有非此即彼的互相排
斥，而是充满了一种和而不同、
共创繁荣的良好氛围。无论是
传统型画家，还是现代型画家；
无论是水墨型画家，还是色彩
型画家；也无论是构成型画家，
还是平面型画家，大家都在探
索比较，并且都尊重别人的探
索。而且在探索的同时，不忘
去传统中深究花鸟画的精髓。
即使是崇尚现代艺术理念、张
扬现代意识的画家，骨子里都
流淌着对传统的挚爱之情。扎
根传统，热爱传统，但又努力突
破传统的局限，努力为传统增
加一点新的东西，这是大多数
花鸟画家的共同追求。正是在
这样的前提下，当今花鸟画坛
才能繁荣昌盛。

花鸟之“兴”，
大境界的拓展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
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
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
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
两种形式。如《孔雀东南飞》中
的“ 孔 雀 东 南 飞 ，五 里 一 徘
徊”。我一直认为，一位优秀的
花鸟画家，不仅要注重技艺的
提高，还要特别重视艺术理念、
艺术思想上的提升。唯有思想
认识提升了，才可以达到“兴”
之高度。自古以来，大凡优秀
的艺术家，都在学术上有很高
的造诣，如石涛、吴昌硕、黄宾
虹、潘天寿等。对青年花鸟画
家而言，更要重视文化修养与
理论水平的提高。另外，适当
地参加学术活动，在和同行的
交流中取长补短，提高自己的
学术修养，在艺术创作上就会
更加自觉，既不固步自封，又能
不断超越自我，走向一个个新
的高峰。

在创新理念和深入生活的
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花鸟画的
艺术语言，开拓花鸟画艺术的
新境界，形成自己的面貌特征，
建构起自己的花鸟画艺术语言
体系，这是每个花鸟画家一生
不懈的追求。能否在现代性创
造与传统精华继承之间达到更
加完美的契合，继古开新，走向
新的高峰，尚需努力而为之。

（作者系宁波大学艺术学
院副教授 、中国艺术研究院
博士）

“小”花鸟，“大”境界

画外音

何心乐

真正艺术家，是用生命与激情
去燃烧艺术，创造美、发掘美，中国
国画院副院长、中国国画院浙江分
院院长张万琪绘画正如他的为人，
质朴的骨子里是野性。他的中国画
乱中有序，拙中见奇，一枝一叶、一
花一鸟都倾注着他自己独有的思想
感情，引发了观者的共鸣。他的《望
秋》获中国扇面书画艺术展金奖，

《映红》获“水墨状态——现代书法
美术家作品邀请展”金奖，上世纪
90 年代连续三年在新加坡“中国书
法美术家作品邀请展”上获金奖，水
彩画作品入展“全国水彩、粉画展
览”和美国纽约“世界艺术家作品
展”获“银蛇奖”；曾荣获中国美术家
协会第二届“李剑晨中国水彩画双
年展”铜奖；荣获国家教育部颁发的

“曾宪梓教育基金奖”，《人民日报》、
《瞭望》杂志作过专版介绍。他的中
国画《林间细语》为丹麦友人、《夏
雨》为日本友人购藏。

张万琪曾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
馆举办过“张万琪画展”，在美国举
办过“中国春节画展”，在上海朱屺
瞻艺术馆举办过“心结中西——张
万琪画展”；应呼和浩特市内蒙古美
术馆之邀也举办过个人水彩画展
览。出版有《写意花卉画范例》、《中
国美术家张万琪画集（中国画）》、

《张万琪水彩画作品选》、《中国书画
百杰张万琪作品选》、《张万琪画花
卉》、《溪花山风——张万琪画集》。

一、搅活
记得 2007 年 5 月，正是西子湖

畔莺飞草长的春天，张万琪回忆在
母校中国美院美术馆办“个展”。“个
展”在当时引起哄动：内容丰富，展
品奇异——百多幅作品，一半是水
彩，一半是国画。国画家画点水彩
画，或者水彩画家画点国画，一点不
稀罕。但要这么全身心投入既画国
画，又画水彩画的画家却不多，引起
不少议论，张万琪长期在地市学院
从事艺术教学，繁重的教学任务重
压下，竟一下子拿得出水平如此整
齐的近百幅写生，足迹又从江南水
乡到塞北草原，从东方海滨到西部
边境，使人着实为他的刻苦和勤奋
惊叹不已。

展览结束后，这个自命为“不安
分”的张老师，为了“搅活艺术世
界”，以教授和画家的身份应美国堪
萨斯州立大学邀请，在那里任客座
教授之职，讲学一年。如同一粒深
埋的种子，突然间被撩开了厚厚的
土壤，看到了大自然的缤纷，这位一
直倡导中西结合的中国画家，带着
梦想，带着与他相濡以沫 40 年的妻
子欣然去了美国。

兴许是天生具有的“不安分”因

子，张万琪在美国，一次次地以“中
国式”的眼光打量着这片土地，并一
次次地直面了“西方式”艺术的冲
击。在闹了好几次差点被美国警察
抓起来的笑话以后，他创作了厚厚
的一大叠水彩画、中国画。回国前，
他在美国竹园举办了“‘印象东西’
庆中国春节大型画展”，许多美国朋
友及中国旅美华侨和留学生纷纷前
往庆贺和观摩，并踊跃购藏展品。
他扎实的中国画笔墨修养，全新的
抽象画理念，使他在当时异国举办
的“个人画展”盛极一时，让很多并
不熟悉中国的美国朋友获得一番好
奇和惊喜。

世界一下子变大了。2010 年
初冬，凝结着 3 年多心智的“张万琪

‘心结中西’画展”于上海朱屺瞻艺
术馆举行。展出的近百幅水彩画和
中国画作品，以中西合璧为主题，一
下子点亮了人们的眼眸。纵观他这
次名为“心结中西”的画作，基本上
达到了他自己所冀望的“以中国画
的笔墨技巧画水彩画，用水彩画的
肌理技法充实中国画笔墨”的创新
理念。

二、寻觅
岁月似长河般流过，留给人一

些记忆是缥缈的，一些记忆又是深
刻的。张万琪老师说：“我生长在剡
溪边，生命历程中许多挥不去、唤不
回的爱和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轨
迹。”

张万琪的少年时代是在浙江嵊
州剡溪边一个叫石璜的山清水秀的
山村里度过的。有一天，张万琪就
读的石璜乡校组织学生到野外写
生。深秋，草叶枯落，花木凋零，旷
野肃杀一片。张万琪环顾四周，找
不着可画的，便对着一棵楝树“刷
刷”地画了起来。画面上，一棵落叶
的树，伫立在寒风之中，显示着生命
的力量⋯⋯“老师会喜欢吗？”怀着
忐忑的心，他交上了作业。几天后，
本子发了下来，一看，上面竟用红笔
写着大大的“97分”！

随着年事渐长，张万琪对画画
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当他知道在长
乐一所中学里有一位毕业于杭州国
立艺专（中国美院前身）很有名气的
叫商敬诚的图画老师之后，张万琪
克服当时难以想象的经济困难和物
质匮乏，拜在了花鸟画家商敬诚的
名下，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画。从
此，张万琪每星期都要步行二三十
里山路去长乐学画。老师话不多，
只是让学生围着看他作画，然后装
订成册，让他们拿回家，自己去一遍
遍地临摹。一星期后，再给学生习
作批上简短的评语。就这样，在 5
年多时间里，张万琪临摹了老师
103 本册页，共计万余幅画，把张万
琪的画与商老师的放在一起，已经

分不出是谁画的了。正是商敬诚老
师给张万琪打下了坚实的国画基
础。

在美院学习的日子里，他用手
中的一管画笔为自己的生命抹上了
一笔笔亮丽的色彩。中国画、水彩
画、版画、油画、连环画⋯⋯张万琪
几乎涉猎了美术领域中的所有绘画
门类，并用一颗虔诚的心穿梭于古
今中外，他从不刻意地去搞中西结
合，也不排斥东西方中合乎己意的
技法和手段，只要用得上，他都统统
拿来。对于艺术他觉得不能只画自
己擅长的东西，不能保持一种不变
的构图、题材、风格，这样自己的艺
术之路会越走越窄，对于自身的发
展不好。他不但在中国画中融进了
不少西画的技法，而且他的水彩画
也像中国画的大写意一样挥洒随
意。他的作品水墨流动，层次丰富，
气韵酣畅，显示了一个中国传统美
学的意境。

三、探索
行云在天，流水在地。为了寻

找更广泛的创作题库，张万琪几乎
踏遍了中国的所有名山大川。他曾
在松花江边寻觅高粱，澜沧江边亲
近水牛；也曾在内蒙古大草原追逐
马群，舟山群岛的礁石上迎接朝
阳。在他的笔下，那清绿纯净的溪
滩，那花香扑鼻的山涧，江边的翠
竹，岭上的紫藤，似乎都是他笔下喷
涌的山泉，时时会升腾起童年生活
的亲切印记。

教书一辈子，张万琪一直根
扎在农村，曲折的人生经历和创
作历程，使他的作品中有着极其
丰富的内心世界，一种踏踏实实
的创作风格，尤其是嵊州长乐乡
间那位启蒙老师商敬诚对张万琪
的影响受益终生，作为浙江一位
花鸟画名家的商敬诚一生极其坎
坷，其令人心酸的生活经历和对
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深深地烙在
少年张万琪的心底。正是由于如
此经历，使张万琪清秀风雅作品
风格中，有着许多雄浑、粗犷的成
分，他的画中常有不中不西，不洋
不土，来古不今，没有规矩，不按
常理，将传统和“野性”糅合在一
起。然而，就是这样一种不定格，
使张万琪的画有着一种特有的艺
术感。尤其是他熟悉农村、根植
于农村，更使他的画与家乡、山村
有着一种深厚的笃情。他的画也
大多以家乡那山那水那花那草为
原形，画中风味独特，比如他笔下
的菊花，与许多画家不同，他的菊
花中透出一股野味，把你带入溪
水潺潺、野菊盛开的山间。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张万琪与
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甘肃举办
的那场画展，有一位当地农民为了

看他的画展，一大早赶了百里路，在
一幅山水画前，老人足足徘徊了整整
一天。看到此情此景，张教授很想将
那幅画送给老人，然而，由于画已经
属于主办方，硬是不让赠给这位农
民，每每提及此事，张万琪总是禁不
住哽咽语塞，泣不成声，至今仍觉得
对那位朴实的老农民有着深深的内
疚。这样的激情和感情，艺术家内心
没有深透情感，是无论如何表达不出
来的。因此，张万琪总是将自己激情
体悟到创作之中，比如他创作的《野
性·野趣·野意》，画中其情感非常丰
富细腻。而今，张万琪已经退休。熟
悉张万琪的人说，张教授画如其人，
吸引人们的是张教授独特的个人魅
力和他永存的激情。

张万琪的彩墨人生——

一半是水墨，一半是水彩
张万琪的彩墨人生——

一半是水墨，一半是水彩

丹青谱

山村（水彩） 张万琪山村（水彩） 张万琪

流水年年付春光（纸本彩墨） 张万琪

风雨比翼（纸本水墨）张万琪

春风耀绿年年鱼（纸本彩墨） 张万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