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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松先生的山水画与他为人、为学、为事融合一体，呈现
出心性淡远，思想深远的人格境界。钦松先生的山水画以没骨
方式，创造性和探索性地建构起刚直雄浑之山水，在笔墨的发
笔处与发墨处以意运之，精微处品笔墨，广大处开气象，使其
山水呈现了时代感的新境界，标志着钦松先生对当代山水画理
念的创新，开拓出山水画笔墨当随时代的新风格。

观钦松先生山水画真若有范仲淹的“衔远山，吞长江，浩浩
汤汤，横无际涯”之深远感怀。也有清人姚鼐的“积虚浮素，云水
郁蔼，中流有微风击于波上，发声浪浪，矶碕薄涌……”的平远境
界。钦松先生山水画独树一帜，以深远、平远的境界创造出延绵
敦厚的河山之美。

钦松先生山水画呈现出圣洁之觉，山脉层层相叠，若波涛
云涌，透明清朗的云，净若圣山，一种诗人品格寄于笔墨行
间，似有“吟咏所发，志惟深远”这种心灵的山水。深深的山
谷无限的远，层层的峰峦 “卷起千堆雪”，此刻审美之妙可体
验王羲之书论，“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
百钧之驽发；每作一点，如高峰坠石。”钦松先生的画可谓是
意在笔先，以意体物，以意造境。钦松先生山水的意象体现在
造物之中，树与山的方式互为结构，笔触积土成山，物类与山
体云气浑然相合，山体之法均为一切物体之法，温厚、深远、
平淡。咫尺的笔墨空间蕴含着书体意象结构。先人有“书肇于
自然，阴阳生焉，形势立焉。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先
贤理念已融入钦松先生笔笔的深邃体悟，从一笔墨苍润至千百
笔取象，以北宋山水之积累，以体验民族精神为立足，下大力
气探索笔墨规律的时代特性，钦松先生山水画处处生发着“象
外之象”的笔墨情怀，感悟着清朗圣洁的山水之真。

许钦松，!"#$年生，广东澄海人。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年获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跨世纪之星”荣誉称号。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东画院院长、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中国画学会顾问、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广

州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并担任$'!'年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艺术顾问，$'!$（伦敦）

奥林匹克美术大会艺术指导委员会艺术顾问。曾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年日

本·中国版画奖励会金奖、’"!中国西湖美术节银奖（版画最高奖）、“第十届全国版画展”

铜奖、&'("'年代中国优秀版画家鲁迅版画奖、广东省第四届鲁迅文艺奖一等奖。

临 界 与 超 越
———许钦松山水画的创造特征

范迪安

金台记：

岭南画派在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许钦松以其创造的不同于前贤的山水气象和境界，独树一

帜的绘画风格，成为当代岭南画派之翘楚。

许钦松，在构图上变传统山水画的散点透视为焦点透视和环视，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固有程式，创造出更

具视觉感染力和心灵震撼力，雄强厚重的新体貌、新风格、新精神的山水画，为中国画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出生、生活在四季如春、风景秀美的岭南，曾是著名的版画家，却以其过人的绘画天赋，渊博的学识，

远大的志向，以及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开创精神，成功地实现了南北结合，进而转为以西部山水为主要题材

的山水画家，并成为全国著名的山水画大家。其成功的经验、创新的精神，以及他身上所具有的强烈的文化责

任感，值得业界研究和思考。

清朗圣洁
———读许钦松山水画

田黎明

许钦松于 ,-),年春天在中国美术馆
的个人画展，主要展示的是他山水画的创
作成果。这些年来，他在山水画的探索已
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美术界的同行们不仅
看到了他在山水画研究与创作上投入的
持续热情，使自己从一位著名的版画家成
功“转型”为一位著名的山水画家，更在他
的山水画创作道路和创作方法上看到了
许多属于他的突破与创新，为当代中国画
山水画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代中国画正处在文化环境提供着
机遇与挑战的时代，艺术思想观念的活跃
开放为中国画的探索创新带来了最为宽
容的外部条件，但是，对于坚持严肃的学
术精神的画家来说，在自己艺术方向的选
择与学术追求的把握上，面临的是更为严
峻的时代挑战。如何在观念多元、形态丰
富的当代美术现象中避开迷眼的乱花，坚
持沉潜与探索，朝向艺术的深度追求和精
神高点的建构，不仅需要充分的胆识，而
且需要高远的理想。许钦松在山水画上持
续的努力，首先在于他对山水画艺术的当
代发展抱以坚定的理想。当他从在创作上
业已熟练的版画领域转攻山水画的时候，
他就把山水画当作一个与美术的时代学
术发展密切相关的课题，进行研究式的思
考架构，在不断的实践环节中不断地归纳
总结，在走向自然与表现自然、感受生活
与寻找自我的沉潜往复中穿梭。他的山水
画作品展开的是一方深厚而丰富的视界，
以博大雄浑为美学基调的风格透溢出时
代的精神品格，以结构样式与笔墨语言的
独特性彰显出他的个性，为当代中国画山
水画提供了又一种崭新的意境。

每个画家在时代的大课题面前如何
寻找和形成自己的艺术方式，是理论观察
与分析最为有意思的内容，已有许多评论
文章介绍了许钦松的艺术特征。在许钦松
的作品面前，我的感受是，在他如此大量
的作品后面，除了勤奋的艺术劳动之外，
还有属于他的思想境遇，也就是他在创作
上临处的实际状况。在继承传统与走向当
代的关系上，他处在认识的临界点。他深
知传统的丰厚，在这个领域的投入，首先
需要精研传统，但作为当代画家，更应该
以当代人的情怀表达当代的感受，追求艺
术的当代面貌。正是在传统与当代的临界
状态也就是思想观念的碰撞中，他找到了
解决问题的动力。或者可以说，传统与当
代这对学术目标的关系，使他的创作有了

思想的张力，这种张力在他作品的视觉形
态中是可以感受到的。同样，在他这些年
走向生活、面对自然的过程中，自然之象
与心灵之象又成为一个临界点。在自然面
前，他感受山川形貌，更在精神上统摄自
然丘壑的气势与生机，在表达时紧紧抓住
从自然山水向艺术造型的转换。他长期生
活在南方，但他却经常远足西部与北方，
感受和描绘西部与北方的山水，以深邃和
朴茂的“北派”山水为根基，在作品中构建
大山大水的意境，在精神上透溢出抒咏万
古洪荒、生命不息的山水情怀。这种处于
自然与心灵的临界状态，使他的作品既具
有来自自然的发现，更有对自然物象的提
纯与精炼，使之成为精神的符号。我感到，
临界与超越，可以说是许钦松艺术创造的
重要特征。

艺术创作终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
艺术观念和感受方式展开的过程中，伴随
着语言的发生和运用。山水画从传统到现
实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山水画笔墨
语言的变迁史，其中包括了结构、样式、造
型、笔墨等因素，而最具有根本意义和作
为明显标志的是笔墨。

在许钦松的作品上，可以看到取索构
势和经营布局的独特性，这为他的作品构
筑起了内在的个性结构，但如何使这个结
构骨架生长成有机的整体，则需要在笔墨
语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我看来，有三个特征是他作品中独
有的追求：第一是黑白节奏。他的山水画
以黑色为主，少有色彩渲染，或以色彩为
辅，因此，他的笔墨处理首先聚集于全画
大的黑白关系上，也即墨色的浓淡和用墨
留白上，把握墨色效果成为他的语言中
心。很显然，他的墨色特征是十分鲜明的，
在整体控制上追求现代感，注重形式的平
面性强于纵深性，平面的墨色跌宕是主要
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他深厚的版画创
作经验起了作用，也可以说，他站在版画
和水墨的边界上将二者的艺术形式特征
内在地通融起来。版画的经验在于处理画
面的黑白关系，而且主要是硬边的黑白关
系，但在水墨上，需要将黑白关系转换成
实与虚的关系。他在这种转换中，自然地
保留了如同版画黑白关系的大开大合，使
山水形象在光影中显现，但同时以墨色的
浓淡营造水墨氤氲的空气感，这使得他的
山水丘壑如同沉浸在弥漫的气息中，生成
一种既刚健挺拔又连绵起伏如缕的气象。

第二是用笔的个性。许钦松深知笔墨的表
达对于山水精神面貌的决定性意义，在对
传统笔墨程式、技法和风格的研习中，他
倾心于北宋以来北派山水的塑造方法，追
求以“见笔”带动“见意”的路数。古人曾
云：“笔为墨帅，墨为笔充”，如果说传统古
法中的“积墨”之法是山水造型的有效途
径的话，我以为，许钦松运用的是“积笔”
之法。他行笔如运刀，重在落于实处，用累
积的笔线与笔点一层层塑造丘壑，在线与
点的交织中构成山水的骨架，使作品拥有
深厚、雄浑的视觉元素，彰显出内在的刚
健精神，又有紧劲连绵的抒情诗意，这种
“积笔为骨”堪称许钦松在笔墨语言上的
独创，丰富了当代中国画山水画的表现
力。第三是干润相济。他的作品保持了营
造大山大水所需要的方正结构，有视觉上
“干”的力量，同时，他又极为敏感于大自
然的生机气息，在“润”的气息表达上做细
致的文章，这在他处理山水丘壑和流云的
关系上尤其明显。他深知中国画“实”与
“虚”的语言特征，精心调整出每幅作品不
同意味的虚实，用干润相济的笔墨使画面
充满水墨气韵。所有这些属于形式技法的
探索，也都表明他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笔
墨语言上的“临界”状态。临界，为他的艺
术带来了超越。

甚至可以认为，许钦松的工作经历和
经验也对他的艺术创造起着作用，这也是
一种“临界”，或可称为“经验的临界”。许
多年来，许钦松担任着多种美术机构的组
织管理工作，在工作岗位上几乎始终处于
繁忙的状态。在社会文化发展特别是美术
发展不断趋于多样观念并存、多种风格互
补的大势中，需要有宽阔的视野和不断增
添的学养，才能做好美术的组织工作，更
需要有宽阔的胸怀和丰富的经验面对蓬
勃发展但也时常让人眼花缭乱的美术现
实。在同行的眼中，许钦松是一位性格温
和、包容性很强并富有经验的组织者和管
理者，他长期的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各种
艺术现象，了解美术不同种类的特征和展
开的多样形态，思考当代美术文化的各种
问题。工作中的观察与思考经过他的积累
和酿化，充实了他的学养，丰富了他的思
想内涵。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在从工作状态
进入创作状态的时候能够集中起自己整
体的修养和能力，有计划和有规律地去解
决绘画的实际问题。他选择山水画作为自
己的主攻方向，他在山水画探索中贯穿着

“大画”的理想，他在已有的传统与当代山
水画风格样式之外独辟蹊径，可以说都与
他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有某种关联，尤
其是他倾心和向往的大山水画境界，更是
一种站在时代前沿的文化胸怀的体现。

综上所析，便自然地引发出许钦松山
水画在当代山水画中的位置。在我看来，
许钦松的山水画首先有当代山水画美学
追求的共性特征，他以坚定的理想驻守在
山水画的不懈探索中，从自然到精神，从
造化到心源，可见其遵循着山水画传统的
正道经典。他以研究性的方式破解山水画
笔墨语言的当代课题，从营构到表现，从
写实到写意，实现了胸中丘壑的视觉表
达。他以宏阔的视野审视山水画艺术的历
史流变，从规律到个性，从学理到自由，使
山水画创作成为抒情表意的艺术文章
……这些都是他自觉置身于山水画变革
创新的时代氛围的必然结果。《周易》云：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画的历史
长河之所以奔流不竭，就在于不同时代
的创造者能够清醒地审视已有的传统，
在思想上处在传统的样式、经验、法则
与自我理想、追求、目标的临界点上，
以“穷”的状态作为新的起点，知常求
变，融通求新，在精神的深层次上实现
创造性的超越。许钦松的山水画之路，
就在这样一种既是观念认识又是实践方
式的状态之中，他的作品风格是鲜明的，
在视觉上让人看到了独特性和属于他的
个性，但在艺术的精神上，他与“岭南
画派”的地域传统又有割不断的联系，
或者说这种联系不是由山水而山水的直
接关联，而是他长期的生活和感受于岭
南文化环境的自然体现。“岭南画派”
作为一个历史的现象和历史概念，在山水
领域并没有充分的存在，但“岭南画派”所
蕴含的精神内涵与美学样式，却在他的笔
下自然地透溢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岭
南”与“当代”又是一个临界点，他正准确
地站在这个视觉形式与文化意义的临界
点上，形成自我的风格，由此成为“岭南画
派”精神上的当代开拓者，为当代的“岭南
画派”做出了有价值的建树。也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他的艺术创造具有可资分析研
究的价值，更有值得弘扬的价值与发展的
期待。在他盛年所举办的这个展览，将是
他山水画艺术进程新的起点。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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