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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风格，幻化古今传说

神话传说是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自觉，是人类在
懵懂时期对宇宙生命、自然万象原始的探索与想象。
中国的神话传说故事历经世代口耳相传，其独特的艺
术魅力和文学价值已得到充分认可。

何种美术风格能与中国神话传说相契合呢？毋庸
置疑，作为中国画风的典型代表——水墨画，拥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传统的水墨与充满传奇色彩的神话传
说故事结合，成就了书本中幻化古今的千年吟唱。以
熊亮为代表的水墨风格，成为中国绘本屹立于世界的
一张名片。水墨随性又自在的视觉张力，加之作者充满
童趣的漫画夸张手法，一张一弛，亦古亦今，让传统中国
画融入现代审美，用笔墨唤醒了传颂千年的故事。

相较而言，绘本 《洛神赋》 则将现代插画与传统
工笔画相结合，纤细柔美的线条和富有韵律感的画面
构图，编织出一段如梦似幻的爱情长卷。绘本 《从前
有个筋斗云》，汲取中国画写意之灵动和敦煌壁画之颜
彩，“写意留白”“随类赋彩”，配合天女飞天般洒脱的
笔触，让作品散发出浓厚的中国味道，极具装饰性。

民间绘画，道出市井风情

市井民俗是感受不同地域文化最接地气的一种方
式。独一无二的民间文化特色，体现了当地千百年来
形成的传统，也造就了传统民间绘画这一独特的艺术
风格。中国原创绘本中，不乏此类题材的优秀作品，
例如 《团圆》《荷花镇的早市》《龙的高跷》 等。巧合

的是，这三本绘本都不约而同地选用了质地厚重却不
粘腻的水粉颜料来进行创作，人物造型设计考究，画
面设色精美，博集民间艺术之彩，将民间绘画艺术发
挥得淋漓尽致。

细读这三部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与传统年
画、连环画之间的丝缕关联。《团圆》 以“色”造

“面”，缤纷的色彩拼贴出有如年画一般稚拙可爱的童
年；《荷花镇的早市》用看似张扬不羁的流动色块，描
绘了早市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龙的高跷》则在造型
艺术上借鉴了连环画，设色大胆夸张，具有强烈的民
间艺术风格。

三部作品将传统的民间绘画艺术与现代影视分镜
构图艺术结合，保留了民间艺术好施重彩的画面风
格，对比强烈的颜色交相辉映，乱中有序，却不拖泥
带水。每一笔色彩都让原汁原味的中国风跃然纸上，
星星点点的斑斓色彩映照出中国人的审美品格。

融合出新，品得节庆之味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无论是日常相聚，还是节
日习礼，中国人对“吃”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怀。炒
煎蒸煮的烹饪艺术，层出不穷的菜式搭配，使得中华
饮食文化自成一派。

美食绘本，听起来便让人垂涎。以一粒米的生命
旅程为创作主题的绘本 《盘中餐》，作者以清透的水
彩，精心雕琢出一方真实的梦想田园。之所以选择水
彩来表现这个故事，除了作者熟识此创作技法之外，
还与其采风之地的气候环境有很大关系。作者用写实
的绘画风格，将云南元阳梯田的层次之美呈现于纸
上。水彩润染的画面效果与南方湿润的天气交相呼
应，配合各个节气，展现出中国人对食物的敬畏之情。

区别于 《盘中餐》 的纪实视角，在传统节日美食
绘本套系 《饺子和汤圆》《小粽子，小粽子》 以及 9月
即将上市的 《从前有个月饼村》 中，食物不再是一个
没有生命的客观存在。作者以儿童的视角，为每一个
节日美食注入生命，用这些可口的美食为孩子们讲述
一个个传统节日的故事。三本书在传统绘画的基础上
融入了卡通造型艺术，《饺子和汤圆》天真童趣，运用
传统手绘配合电脑上色的方式，画风简洁稚拙，富有
童真；《小粽子，小粽子》俏皮逗趣，用色粉笔铺色配
合彩铅精绘，让人视之垂涎欲滴，纵览又可感受夏日
端午河畔的习习凉风；《从前有个月饼村》采用了传统
剪纸拼贴，并加入立体书设计元素，展现了一个别样
的、富有童趣的中秋之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具有其独特性，千百年以来名
士辈出，诗文璀璨，形成了具有世界性、当代性、民族性
的当代文化。我的从艺历程，也是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
长于斯的土地。

我自幼生活在苏州文衙弄，与明代文征明故居艺圃为
邻。自七岁起，祖父便在敦伦堂严格地督导我习书，督促
我养成了每天习书的习惯，激发了我学书的兴趣与信心。

每日临帖不是简单地抄书。早晨读帖、白天临帖、晚
上默帖，每临一个字皆严格把关，做到一字一关。例如临

“天地玄黄”时，若“天”字没写好，那就一遍又一遍地
临，直至写好“天”字，方可写“地”字。“第一个字写不
好，第二个字很难写好”，这是父亲常叮嘱的一句话。

为了让我在艺术上全面提升，父亲率我拜章太炎弟子
毛羽满为师。羽满恩师精诗词、藏书画、善鉴赏，对我做
了一个全面的规划与安排：由其教授我声韵，由瓦翁先生
教授我书法，由张辛稼先生教授我花鸟画，由吴羖木先生
和吴振声先生教授我山水画，由吴吉如先生教授我人物
画、古琴和摄影，由张寒月先生教授我篆刻及拓印。

羽满恩师是我父亲的挚友。拜师时，他送我的见面礼
便是一本欧阳询九成宫楷字帖，还有一锭从清宫庭中流传
出来的烟墨。随后，他带我去拜书法家瓦翁先生为师。羽
满恩师当即吟出一联，由瓦翁先生书赠与我。上联为“自
是君身有仙骨”（杜甫句），下联是“但开风气不为师”（龚
自珍句）。此联寄托了两位恩师对我艺术与人生的厚望。

张寒月先生是印学虞山派的传人，我常去他家学习治
印。他为我刻了三方印作为见面礼：“吴门张晴”（赵古泥
法）、“张”（圆形姓印）、“日青画”。羽满恩师为我取“日
青”之名用于书画。此后，我在书法、绘画及作文时也常
用“日青”之名。

为了让我肃敬章氏学业，羽满恩师携我前往章太炎先
生老宅，拜见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先生。90多岁的汤先生敏
捷且健谈，目光有神，当即送我《章太炎重订三字经》，循
循善导，句句诵读。

羽满恩师像个教育总监与督导，全面了解我向各位先
生求教的过程。每周，当我完成了各位先生布置的功课，
须先面呈羽满恩师，所有作业在获得他认可后，方能去向
各位先生求教。当然，各位先生对我的指导内容也会禀
告羽满恩师。我自幼习书也极其习惯这种严谨的传统教
育模式。

我最喜欢听羽满恩师说民国风云及名人轶事，因为那
些人与事都与他有着各种关联。虽然他长年抱病卧床，又
有严重白内障，可是他用6B的铅笔写一手传神的张黑女魏
碑。笔笔见其铮铮之气，洞其抱朴守拙的气质。

他晚年的诗文和通信由其口述，均由我记录，再用工
整的字体誊写清楚，并署名由我誊写。当时孙中山随从秘
书田恒先生等常收到由我誊写的书信，他们纷纷来信询问
羽满恩师“张晴是何许人，书法写得工整”云云。羽满恩
师每每介绍我均是“张晴小友为我声韵之学者，善书画。”
由此，我与诸多前辈有了一段“书画忘年交”的佳话。这
让我在向各位先生求教与各位前辈交游的过程中，进一步
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脉和艺术精髓。

正是因为先生们的悉心教导，让我在诗、书、画诸方
面获得了整体进展。上小学时，我的书法与绘画已名列榜
首，并在小学五年时进入苏州市环红少年宫美术班和书法
班接受正规训练。就读初中时，我对书法和绘画的热爱有
增无减，家人反而有了担忧。因我家祖辈一直奉行“工业
救国”这一强国理念，希望全家子孙都学工科，而我恰恰
把书画艺术当成了主业。这样的压力让我内心激烈动荡，
却也坚定了自己对艺术的热爱。无论家人怎样劝说，我都
执意坚持，并立志无论日后发生什么，都要全心全意地走
上为艺术奋斗的道路。

父亲虽也劝说，但其内心却喜欢和赞赏我的坚持。事
实上，正是他多年的栽培与诸位恩师的培育，为我踏上艺
术之路打下坚实的根基。

19岁生日时，羽满恩师赠我一首词，由张辛稼先生书:
“年十九，正在用功时，孝以事亲须竭力，郑虔三绝诗书
画，学术要精思”，落款为“张晴小友，调寄忆江南，羽满
倚声，霜屋老人为之书”。待我长大，分别在中央美术学院
和中国美术学院求学，分别在方增先老师和卢沉老师门下
学习绘画与书法，更加体悟到每个时段恩师教诲的深度与
温度。

几十年来，我始终牢记“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的理念，懂得艺术研究与创作
不仅要反映当代生活，还要传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和价值。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今天，我在艺
术创作实践与思考中，更加领悟到此话的历史价值与现实
意义。在汲取古今中外文化养分的过程中，我竭力在继承
中转化，在学习中创新，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力求在
笔墨书写之间映带出“中国精神”的源源洪流。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副馆长）
画笔记述脱贫故事

本报记者 赖 睿

原创绘本，绘出中国风
王 婧

◎聚焦

◎谈艺录

饮其流者怀其源
——我的习艺之得与艺术追求

张 晴

为民造福 张 晴书为民造福 张 晴书

◎艺线传真◎艺线传真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
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日前，由中国
国家画院主办的“春华秋实——中国国家画院扶贫主
题采风写生作品展”在京举行。61 位艺术家创作的

200 余件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书法篆刻等
艺术门类，展示了中国国家画院扶贫主题采风写生创
作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表示，“扶贫
颂”项目是中国国家画院非常重要的一项主题创作
活动。中国国家画院作为创作、研究型单位，通过
扶贫主题采风写生创作项目，切实将文化扶贫、艺
术扶贫融入到全社会的脱贫攻坚事业中。

自 2019 年 9 月起，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广泛参
与，分 30 余条线路进行采风写生。历时四个多月，
艺术家们横跨陕西、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
河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江西、西藏、新
疆等多个省份。秀美的山水、淳朴的民风以及一个
个鲜活生动的脱贫故事，感动着每一位艺术家，也
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在扶贫主题采风写生过程中，艺术家们通过手中

的画笔，记录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伟大成果，也积累
了大量的一手创作素材。此次“春华秋实——中国国
家画院扶贫主题采风写生作品展”中，很多作品都是
艺术家们的现场创作。这样的艺术创作有温度、有情
感，真切地反映出扶贫工作的历史性成果。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馆长何加林认为，艺术家通
过速写、水墨写生等艺术形式，以极具现场感的、多
元艺术手段与媒介表达方式参与扶贫工作，某种程度
上具有开拓意义。

这些充满生命力的写生作品，无疑为下一阶段以
扶贫为主题的重大主题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参与创
作的艺术家纷纷表示，要用艺术语言讲好扶贫道路上
的感人故事和伟大事迹，努力创作一批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前辈、无愧
于民族、无愧于历史的优秀作品，助力新时代脱贫攻
坚伟大事业。

《洛神赋》 （三国）曹 植著
叶露盈绘 余治莹改编

又到一年暑假时。被称为儿童“人
生中第一本书”的绘本，是装满童年的
月光宝盒。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教
育消费在家庭开支中的比重逐年增长，
从阅读启蒙到知识拓展，从审美养成到
身心塑造，绘本的身影无处不在。

绘本阅读热潮的兴起，让许多优质
的海外绘本进入大众视野，同时也刺激
了本土原创的萌发。不同的故事有不同
的“气质”，找对画风对塑造绘本故事至
关重要。无论是传统水墨、民间绘画艺
术，还是融汇传统与现代的表现手法，
中国画风在本土原创绘本中渐成气候，
于笔墨间绘就满满童真。

大湾村农家新居 （中国画） 刘 建作

《团圆》内页插画 余丽琼文 朱成梁绘

《小年兽》 熊 亮绘著

《从前有个月饼村》（2020年9月上市）
卷 儿著

《荷花镇的早市》 周 翔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