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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九州金台书画院

杨志和生于陇上一个祖祖辈辈为农民的家庭，童年饱
尝了贫穷、饥饿的磨难。读书之余，经常上山砍柴、放
羊，干过许多农活，自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他从小
就受到了西部黄土莽原上淳朴的民情风俗和浓郁的民间文
化的熏陶，那里的剪纸、皮影、刺绣、石窟艺术等给他展
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童年世界，使他对艺术有一种近乎痴
迷的向往。他的母亲是一位勤劳、聪慧、手巧的剪纸能
手，母亲精美的剪纸和刺绣艺术，始终在潜移默化的影响
着他。

画画是他孩提时代最有趣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作
为偏僻的农村孩子，虽然他酷爱书画艺术，但没有老师、
没有书籍、没有工具材料，他只能凭借简陋的工具材料自
学。绘画没有笔，他就用废电池中的碳芯来当笔，没有纸
他就用废旧作业本，没有书，他就用小人书，他就是凭借
这些东西忘情地反复画自己喜爱的大公鸡、向日葵和黄
牛，画自己神往的北京的天安门。

&! 岁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酒泉师范，从此开始了系
统的读书和正式的学画生涯。上师范及工作后，物质条件
得到改善，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条件，常常三更灯火
五更鸡地读书和学画。县图书馆是他每周必去的地方，他
广泛的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书法、绘画、摄影等艺术及儒
释道等哲学方面的书籍，系统的自学了汉语言文学，系统
研读了历代中国画的理论，刻苦学习中国画技法，长期坚
持练习书法，先后取得了中文大专文凭和美术本科文凭。
多年来他就是这样超负荷的工作和学习。

在杨志和心中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他深刻地体会到
画画要熟悉生活，要用自己最熟悉的绘画语言来表现自己
最熟悉的生活，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热爱，他鄙视在
书斋中闭门造画的做法。就拿画骆驼等家畜来说，他长期
生活在西部的农村，各家各户、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供耕作
的骆驼、毛驴和马，应该说他是很熟悉它们的，但他并不
满足于此，还多次深入到祁连牧区，和放牧人吃住在一
起，细心观察骆驼、马和毛驴的形体结构，体味其生活习

性，画了大量的速写，拍了好多照片，获得了最鲜活、最
真切的生活感受。每次进山都会有新的体验和收获，当他
每每谈到数百只骆驼狂飙一般在戈壁上奔跑的波澜壮阔的
场面时，眼睛都会激动的放出光芒。

同时他还远走兰州、北京，向名家求学。上世纪八十
年代末，他曾先后拜甘肃画院副院长、著名画家陈天铀、
蒋志鑫、范有信学画。在陈天铀先生的临河轩，他学到了
学艺先学做人，体会到深厚广博的艺术修养对艺术创作的
重要性，体会到传统美学所倡导的诗情、画意与书法完美
的结合，才有可能创造出时代的经典，同时陈老师还告诉
他一些书本上没有的有关创作的宝贵经验。他从蒋志鑫那
里学会了如何酣畅淋漓的倾泻自己的感情，如何有效的驾
驭鸿篇巨制。同时他先后得到何怀硕、廖静文、郑文慧、
王文芳、贾浩义、程大利等许多名家的精心指点。

注重书法的练习，书画齐头并进，书画相互促进。这
几年杨志和在书法上用功尤为勤奋。他深深地体会到，书
画本来是一体，书法是另一种造型，练好书法画画才能挥
洒自如，得心应手。为此他每天抽时间研读碑帖和临摹，
上追秦汉，系统地学习了大篆和隶书。他钟情厚重朴茂古
拙的书风，对摩崖石刻的跌宕恣肆尤为醉心。

不得不承认，杨志和是属于那种天资高迈、充满灵性
的画家。是领悟到艺术三昧的人。虽然他曾在艺术院校深
造过，但毕竟离职学习的时间不多，而更多的时间是坚持
自学，坚持苦苦自学二十多年。他几乎买全了中国画名家

大师的精装作品集来朝夕研读。凡名家的画，他一看就
懂，就会心领神会，就会吸收优长变成自己的血液，就会
融入到自己的画中，可谓浑身通透。不论古今，不分东
西，凡是好的东西，有用的东西，他都能广泛的消化和吸
收，可谓无所不师，无所必师，正因为有如此开放和包容
的胸襟，创作时才做到厚积薄发，左右逢源，灵感犹如源
头活水源源不断而来。

杨志和的创作在形式和内容的兼容性和多样化的追
求，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多种迥然不同的面貌。他的作品至
少可以分为骆驼、马、毛驴、山水、花鸟、书法等几个系
列。有的作品浓墨重彩，显得雄强厚重；有的作品逸笔草
草，显得空灵纵逸；有的作品笔墨磊落，显得清新刚健。
就拿他画骆驼来说，可谓煞费苦心，他尝试过各种表现手
法，有的写实，有的写意，有特写的，有的夸张变形，有
的以线为主，有的以面为主，有的注重点线面的组合，有
的注重黑白灰的有机构成，有的用色彩，有的纯水墨，有
的用焦墨的、有的色墨互衬……

近年来，杨志和排除了诸多干扰，抓紧一切时间，静
下心来创作出了大批的作品，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和收藏
界的喜爱。他的作品多次参加中国美协等单位举办的展览
并有获奖，其作品被国内外许多机构和人士收藏。杨志和
的作品正一步一个脚印地从敦煌走向甘肃，走向全国，走
出国门。他正值创作的大好年华，我们相信他会获得更大
的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

杨志和，艺名天一，&$!/年生于甘肃会宁，中文

专科和美术本科毕业。敦煌书画院副院长，甘肃省美

术家协会会员，酒泉画院院士，精于画骆驼、马、毛

驴和山水画。作品曾多次入选展览并获奖。

金台记：

杨志和，幼年时家境贫困，缺乏学习绘画的

环境与条件，甚至没有绘画材料与工具，但这都

无法阻住他对绘画的爱好与渴望。这种爱好与渴

望是发自内心，甚至是生发自骨子里的。

开始绘画至今的三十余年里，他一直生活在

甘肃。那里文化底蕴深厚，但学习绘画的条件有

限，杨志和不放过任何学习绘画的机会，幼年时

的爱好与渴望，早已转化为对绘画非同一般的痴

迷。他将艺术之根，深深扎在现实生活、甘肃当

地特色文化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中，从中汲取

艺术养分和探寻创作灵感。

世上的事，就怕“认真”二字。杨志和作为

中国西部一位年轻的画家，正以其特殊的生活经

历与体悟，以对绘画的个人独特理解，努力开创

着自己的艺术天地。相信，凭借他的毅力、痴迷

与艺术天赋，假以时日，定能创作出更多更优秀

的作品来，实现他更大的艺术梦想。

何怀硕（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志和先生刻苦自学很可佩。志和的画很成熟，只要不
断努力一定会有更佳的作品出来。

程大利（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志和先生用笔有很好的基础，作品格调颇高。
他酷爱绘画，且潜心研究，矢志不移，如此状态，定有大成。

蒋志鑫（著名画家）：志和画友来自敦煌安西骆驼之乡，教学之余，苦研绘画，以骆
驼为主题创作出了一批栩栩如生的生灵图卷，大有美意。

陈天铀（原甘肃画院副院长）：磅礴落笔，毫端心机。志和弟久居安西戈壁风尘中，
知骆驼之性，大笔挥洒中见真情。

骆驼是我的家乡河西走廊最多的家畜之一，
在童年时经常可以看到农民用它来拉车和犁地。
因为酷爱绘画的缘故，自幼就经常画家乡的一
些风物，画得最多的要数骆驼，屈指算来，集
中精力画骆驼的时间也二十几年了。

骆驼兼有十二生肖的特点，兔唇、马头、
龙脖等，它的眼睛生得很宽很突出，视觉和嗅
觉很敏锐，找水的本领极其高超，能嗅到几里
以外沙丘下的水源。它性情温顺绵厚、坚毅，
但也不乏野性。骆驼生活在西北素有不毛之地
之称的戈壁荒漠之中，能忍饥忍渴，每次吃饱
喝足后可连续一周以上甚至 +'天不吃不喝。它
耐寒耐热耐风沙，能适应荒漠中零上 ('多度的
严酷环境。骆驼具有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以
及吃苦耐劳、不畏艰险、默默奉献的特质，恰
恰反映出西部人典型的精神气质，这些正是我
钟情并喜欢画驼的主要原因。

以驼为师，向大自然中的骆驼学习是我这
些年做的最主要的功课。为了熟悉骆驼的形体
结构、习性特点，我利用节假日多次深入到祁
连山牧区，和牧驼人吃住在一起，朝夕观察体
会，并画了大量的速写，拍了许多照片。通过
不懈努力较好地把握了骆驼的形体特征和生活
习性。

向历代的画驼名家大师学习，是我做的又
一功课。我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和条件，
向画驼名家华嵒、任伯年、黄胄、吴作人、范
有信等人学习，认真临摹了他们的许多作品，
汲取他们的长处。

挥毫泼墨，几乎是我每日必做的功课。虽
然平时各种工作很忙，但我尽可能每天最大限
度地挤出时间画画，这样长年累月下来，也画
出了不少作品，甚至有时候满屋子都是闹轰轰
的骆驼。我画骆驼可谓煞费苦心，像科学家做
实验一样尝试过许许多多画法，写实的、写意
的、特写的、勾线的、泼墨的、焦墨的、点线
面组合的、黑白灰构成的、色墨互衬的等等，
但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总觉得不足以表现骆驼
的性情。我深深地体会到昔日黄胄所言之不虚：
“骆驼难画，特别是难画其气质”。另外在宾主
关系上，在疏密、虚实和色墨关系等方面，我
也是惨淡经营。就拿画骆驼的配景来说，寥寥
数笔，既要营造典型的环境气氛，又要经得起
推敲和再三玩味，其难度实在不亚于画面主体
的骆驼。

多年来，我在骆驼画的创作中，不断游弋
于主体和客体、写实和写意之间，活像一只痴
心不改的骆驼，在这迢迢艺途上艰难地跋涉着。

我画骆驼
杨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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