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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本诚：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本报记者 霍晓蕙

  山东艺术学院2022年美术类校考已经结束，
不同于很多地方美术艺考以考默写为主的方式，
山东艺术学院多年来坚持考写生，今年的色彩考
题是画鲜花，考试时间不一样，准备的花束也有所
区别，凸显了院方对写生的重视。
  “从20多年前的扩招开始，即使考试组织再麻
烦，山东艺术学院也一直坚持考写生。学校主要
想通过写生选拔出真正有实力、有潜力的青年美
术人才。”在阅卷现场，作为阅卷专家组成员之一，
山东艺术学院原院长王力克介绍。
  在王力克看来，如今很多考生都是经过社会
培训机构流水线式培训出来的，缺少进行艺术创
作的基本功。
  “写生是美术训练最基本的方法，但由于‘艺
考热’带来的后遗症——— 考生人数太多，没有时间
去摆静物、摆石膏像、找模特，因此，很多学校在组
织美术考试时，采用了默写的方式。”
  王力克介绍说，目前很多美术培训机构也都
是培训学生的默写能力，而不再组织写生，但这其
实是背离了艺术教育的基本规律。
  “考写生为的是看每个考生面对实物的感觉，
写生不仅使学生知道面对自然怎么去选择、怎么
去取舍，同时告诉学生，艺术是从自然当中一步一
步产生的，不是头脑里固有的，不是背来的。”王力
克说，“学校坚持考写生，也是希望通过高考能选
拔出最好的喜欢艺术、喜欢美术的年轻人。”
  山东艺术学院今年还聘请了多位校外、省外
的知名画家、教授担任美术专业阅卷评委，占到评
委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进一步增强了试卷评审
的专业权威性和公平公正。著名油画家、中国美
协理事、北京画院专职画家王沂东教授便是评委
之一。在他看来，写生应是一个美术工作者贯穿
一生的功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不管是
在美术高考的培训期间，还是在考上大学进一步
学习绘画时，写生都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学习
方式。写生锻炼的不仅有观察能力，还有对构图、
画面整体比例的把握及刻画能力。通过写生，可
以避免出现概念化绘画现象。有了写生的直接
性，才会引发创作的敏感性，作品才会有生动性。
在写生的过程中，物象对每一位作画者的影响不
同，他们的表达形式也就不尽相同，从而形成丰富
多彩的风格样貌，而不是千篇一律。以考写生的
形式来选拔美术人才不但合理而且十分必要。
                 （艺迅）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每到岁尾，光阴飞逝的感受就格外浓烈。唐
代诗人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也是写在这个时
节，明明是客路羁旅，望雁思亲，情境却恢宏高
远，积极乐观。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
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
达，归雁洛阳边。”看吧，春意已在岁末悄悄萌发，
旭日即将升起在夜色未尽的海面。时序匆匆交
替之间，蕴涵着多么神奇的力量啊！
  王本诚先生选取这首诗的颔联来描绘，“潮
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一句妙在“以小景而
写大景之神”。春潮涨涌，海天浩荡，在这种大境
界之下，帆船显得多么渺小，人更是小如芥子，但
诗人的心灵却辽阔无边，东风使白帆高悬，也让
人激情满满。这样的诗意画创作，与其说是画景

物，不如说是画情怀。这情怀是古代诗人的，也
是画家自己的，是所有感同身受的读者的。
  王老神情专注，提起一支用惯了的大笔，出
手果断，笔随意转，或渴笔皴擦，或以水破墨，苍
润互济，虚实相生。淡墨是远山，青绿是近岸，留
白是水天……水墨浓浓淡淡，笔动纸移之时，思
绪也如船行水面，渐渐飘远……
  少小离家，学徒于济南“泰记表店”；笔墨历
练，受教于诸位名师；绘《崂山狮子峰》入选《山东
国画选》，一画成名；采风写生，饱游饫看名山大
川；创作《长征路上》巨制，丹青漫卷……岁月的
片断不时在回忆中浮现，王老叹息一声，人生不
得长少年。
  2014年国庆节期间，王本诚先生回沾化老家
探望亲友，其间突发脑梗，虽辗转救治，仍落了个
半身不适。他用一只能动的手继续作画，“守拙

归园田”一般笔耕不辍。画室“醉山楼”常有这样
的场景：一方宽大的画案，一把老藤椅，一个读
书、作画的白发老者，安静又从容。王本诚先生
的儿子王海右说：“看到父亲伏案的背影，我感受
到的，不仅有朱自清先生文中所写的父爱温情，
更多的是一种持续地、坚韧地、全身心地投入所
热爱的事情中的生命力量，这让我震撼。”  
 王本诚先生守时、重诺、重情。王海右谈起一件
事：“父亲有一册页，是吴作人、李苦禅、钱松喦、
白雪石、启功、何海霞、黑伯龙等老画家为他留的
墨宝，我有次翻看，想到这些画坛大家的作品炙
手可热，笑言：尺寸大点儿更值钱。父亲非常生气
地说：‘现在的人怎么啦？情意哪里有价！’”
  答应别人的事情，王本诚先生记挂在心，绝
不拖延。常有拿册页来求画者，他尽量不让别人
失望。一次有一个诗人朋友请王老画一幅册页，

他欣然答应，画罢，友人继续提出要求，请他题写
自撰诗。这次王老开了一个小玩笑——— 题上一
句“把我八十老翁瞎折腾。”写完，他自己忍不住
乐起来，笑得直咳嗽。
  访谈中，王老忆及当年曾无私帮助自己的伯
乐，无限感恩，想到斯人已去，不禁老泪纵横。他
不善言辞，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世人多喜圆融，
这种迂直率真愈发难得。
  在生活中，王老温和却不失锋芒，浸润传统
文化颇深，在艺术上，他能不断接受各种新的观
念，交谈过程中，他呈现出来的思想是多元的，有
时也是矛盾的，这或许和时代有关，和他本人的
经历有关，也正因如此，他的思想和作品才始终
充满活力。常见一些美术评论文章，动辄把一位
画家写到完美无瑕，其实有了缺憾和矛盾，才能
成就一个真实的画家和有情感、有温度的作品。

  站在创作完成的作品前，我想，艺术心灵与
山水意象互映，略其迹而取其意，就是如此吧。
王本诚先生说，我这一生，先是画古人，后是画老
师，再是画生活、画任务，最后才是画自己。86岁
了，物质需求少之又少，画画也点染由心。学者
徐寿嶂在观看王本诚作画后曾写诗《泼彩醉山
楼》，此时不妨借用一下：画师大都爱山斋，无边
苍翠何优哉。一片水云落笔底，原是山风带
雨来。
  齐鲁画坛上，耄耋之年的老画家不算多。由
王本诚先生，我也想到曾有幸接触到的部分老画
家，他们各有故事，各有成就，各有风采。新老相
接，希望永存，书画界接力前行，才有了如今浩浩
荡荡的书画鲁军。
  “不得长少年”又如何，千山万水走过，最终
都融汇于心，人画俱老，别有一番厚味。

艺术不是简单地背下来默写

山艺美术类专业校考注重写生能力

  王本诚 字大愚、
迂父，别署醉山外史。
1936年生于山东沾化一
书香世家。祖籍四川，
现居济南。现为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中央文
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
员、山东省文史研究馆
馆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9)

试谈中国画中的“气”(四)

笔墨与气韵
□ 单应桂

绘者说（9）

  人们总是用“气韵生动”去评价一件成功的作品，这种气
韵，只有采用高超的笔墨形式，才能恰当地表现出来，笔精墨
妙，方可出神入化。各种笔法、墨法是表达中国人审美情感
的重要形式，它既体现了韵又表现了气。
  古人把对笔墨的研究体味概括为苍、润、老、秀、嫩等，总
结出浓、淡、干、湿、焦等技法，如黄宾虹老人所说：“画山石有
勾有勒，然后加皴，再以淡墨破之，使之能变化，画到有‘干裂
秋风，润含春雨’之感觉乃可止。”再如恽南田之侄恽香山曾
就画中笔墨“老”与“秀”的辩证关系时说：“老中有嫩方为真
老，秀中有老方为真秀。”即表达物象的苍劲老辣和秀美，在
控制笔墨时又要做到刚而能柔，苍而不枯。以此来形容，真
是入木三分，没有实践经验是总结不出来的。
  潘天寿先生在他的美术文集中也说：“湿笔取韵，枯笔取
气。然而枯中不是无韵，湿中不是无气。故尤须注意于枯中
之韵，湿中之气，知乎此，即能得笔墨之道矣。”此处道出了笔
墨与气韵密切而又辩证的关系。
  画家在创作实践中都在寻求用笔用墨的奥妙，不断总结
艺术规律，使笔墨与意境、内容和形式达到最好的结合。我
们常常赞叹一些佳作中笔的苍劲、墨的灵动以及一些程式化
的表现手法，如山石的不同皴法——— 大斧劈、小斧劈、披麻皴
等，根据不同山石结构归纳总结，使之符号化。另外对不同
的树叶如松针、竹叶也赋予不同的符号和称谓，如介字点、个
字点等，形成了我国绘画艺术特有的表达形式，极具东方
韵味。
  回看历史上著名的中国画论，大都是著名的大画家通过
自己的艺术实践得来的，他们并不是专门的理论家，如顾恺
之、石涛，近现代的黄宾虹、潘天寿、李可染等更进一步通过
实践继承和发展了古人的理论。这些画论共同的特点是，画
家本人要通过在艺术创作中切身的体会和感受获得真知和
论断，方能说到点子上，方能切中要害、一针见血。我更惊叹
他们在艺术评论上的辩证思维，对待艺术规律的理性和客观
态度，不偏执、不极端，例如“以形写神”“不似之似”“妙在似
与不似之间”“无法中有法”“密中求疏”“立险破险”“齐而不
齐”等对立统一的思维。这些思维方式和审美准则，充分体
现出东方式的文化特征和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在世界众多纷
繁的艺术门类中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
  在中国画创作中，笔墨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的功能就是
更好地表达主题思想，表达作者要追求的境界，最后做到气
韵生动。笔墨作为绘画的表现形式，它和主题是互为助力
的，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完美的笔墨能提升内容的表现力
量，使境界更为高尚。但如果只有笔墨而无境界，或者只有
境界而无笔墨，都不能成为一张好作品。
  谈到这里，我作为一个从事写意人物画的画者，不可回
避地要谈谈人物画创作如何继承古人笔墨，又如何在表现新
事物中应用和出新。
  在表现新的社会生活、人物风貌所使用的笔墨、方法、情

感较之老画家都有很大的改变，“笔墨当随时代”是古人说
的，也是艺术发展的规律。现代人物画家在笔墨技巧上不仅
要向古人学习，还要将山水画、花鸟画等姊妹画种的用笔用
墨方法吸收和借鉴到人物画中来，以丰富新写意人物画的表
现力，无论浓、淡、干、湿或皴、擦、点、染都可为人物画所用。
记得20世纪80年代，叶浅予先生曾对我说：“你们在校时花鸟
画的课安排得太少了，这些年我一直思考：人物画的课应该
从花鸟画入手。”这是老艺术家对艺术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深
层思考。因为历史原因，他一度停止教学，但还在不停地思
考人物画的发展问题，令人感动。要发展，必须从花鸟山水
画中吸收笔墨表现方法，1983年，他在山东艺术学院讲学时
再次讲到这一观点。
  实践证明，不管山水、人物、花鸟画，画种和造型虽不相
同，但笔墨技法、从整体到局部的艺术处理以及其他理论上
都有很多相通的和一致的地方，应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画
种之间不应有门户之见。将花鸟画中的笔墨情趣、山水画中
厚重力度和各种皴法都吸收过来，这都是可以提高人物画的
气韵和主题境界。
  笔墨精炼，气韵流动，从具象到抽象，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从画面中扑面而来，这是中国画的精髓所在、魅力所在。

  单应桂 1933年生，山东高密人。中国女画家协会顾
问，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终身名誉主席，山东艺术学院
教授。

叶浅予先生的作品十分注重笔墨意境，自然得气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王本诚 138cm×68cm

校外阅卷评委王沂东

山东艺术学院原院长王力克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专业校考阅卷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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