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标武，字迅镝，号山君斋主，现为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文化部艺术品鉴定评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中外交流书
画院常务副院长、东南美术馆馆长。
作为福建上杭画虎名家林维晶教授的入门弟子，江标武集中精力主攻虎画已近 !"年。中国人画

虎，历来以工笔居多。江标武画虎，则以水墨见长。他的“水墨虎”，取法自然，构图巧妙，小画以
趣，大画以气，用笔随情变化，洗练洒脱，且方圆相接，虚实相生；用墨浓淡相宜，淋漓酣畅，富有
神韵，寥寥数笔，就把虎的威武、虎的神态、虎的气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率意点染的墨色中尽
扫俗气，突显出猛虎最本质、最富有生命力的特征，给人一种涤瑕荡秽之感。

中国历代画家论画，常提“传神达意”，神似及彼或以形等神。江标武的“写意虎”八面威风、
动人心魄，就得益于“以形等神”而“传神达意”。江标武画虎，神仪在心，潜心传意，重在“迁
想妙得”。他几十年苦心耕耘，潜心感悟，从历代诸家“虎画”理念中汲取精华，坚持早早晚晚
观摩虎腾虎跃、虎立虎卧、虎食虎戏、虎闲虎眠，时时日日细察虎之形体、虎之情绪、虎对
周围环境的感应。于是，虎形虎意、虎态虎神尽在胸中，画时主体和客体自然相通相融，
以神造形，以情动人，虎我合一，达到了意可通禅的境界。他把虎人化、诗化、艺术
化，超越了“虎”的简单概念。画的是虎，说的是理，寓情于理，画替人言。

江标武宽厚待人，心地坦然，犹如其腕下之虎，绝无羁绊。白雪石教授称其
作品“具大家风范，气势磅礴”，并亲笔题赠“虎跃龙腾”。几十年来，江标
武既坚守着闽人的朴实浪漫之情，又汲取别人粗狂厚实之风，尤

其是北上山东、北京这些年，不断锤炼自己的艺术个
性，终于成就了“江南一虎、水墨雄风”的独

特画风。

山东诸城佛像（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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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代美术教育基础教材，近百

年来一直以西方雕刻为唯一范本，改善、

完善其结构，对中国当代美术教育体系

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央美术学院袁运生

教授从中国古代青铜器和雕塑艺术的发

掘整理和再认识入手，致力于当代中国

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他始终认为，这

一体系的建立，对于我国艺术体系在世

界范围内文化身份的确立，以及中国艺

术精神的传承、传播和发展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张大千、吴湖帆等知名书画家的画作上，一枚枚红色的钤
印凝聚着大师的珍重和时光的印记。却鲜有人注意，这些钤印用
的都是什么印泥。印泥是随着印章广泛使用而产生的，据记载已
有 #$%"多年的历史。上好的印泥价值不菲，在古代用一两黄金
换取一两印泥是常有的事，所以有“一两印泥一两金”的说法，
可见艺术家非常重视印泥的质量。

日前，国宝“鲁庵印泥”在消失了 !"多年后，在北京宣布
复出。&'岁的鲁庵印泥第二代传人、书法及篆刻家高式熊和第
三代传人、印泥大师李耘萍现场讲解并演示了制作工艺。

鲁庵印泥由西泠印社早期成员、著名篆刻家、收藏家张鲁庵
于上世纪 '%年代创制，被齐白石、张大千等著名书画家、篆刻
家及著名印谱选为首选印泥。鲁庵印泥被称为书画篆刻界的国
宝，具有“印色鲜艳雅丽、质薄匀净、细腻温润，色似红缎、稠
如面筋、状如丝绒，历久不变、永不褪色”的特点。故用此印
泥，即便连钤细元朱文印十方，印文也不会走样，一批珍贵的篆
刻名作在鲁庵印泥的衬托下才能完整地展现出来。#&() 年，张
鲁庵临终前将“鲁庵印泥 $&号秘方”托付给高式熊，叮嘱其将
制作工艺传承下去，秘方捐献国家。但因世事变故，鲁庵印泥绝
迹数十年。)%%*年，高式熊将秘方捐献国家，又正式收李耘萍、
高定珠两位为徒。

高式熊表示，自己和张鲁庵先生是 )"年的好友，在张鲁庵
在世时就在他指导下做过印泥。鲁庵印泥由于全手工制作，成本
材料珍贵，工序复杂，一个人一年也就能做一斤左右，现在主要
提供给一些艺术家使用，不对外公开销售。

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副会长杜弘说，鲁庵印泥复出，无论对书
画界还是文房四宝界都是一件大事：首先它的复出解决了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问题，非遗保护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生产
性”保护，而不是放进保险箱；第二，填补了中国高端印泥的市
场空白。

鲁庵印泥50年后复出
赖 睿

张鲁庵制四九印泥。在缸盖里他手书：“四九，一九五

三年七月二日制。”

日前，“墨趣一得 范扬师生作品展暨一得阁新品发布会”
在北京琉璃厂一得阁美术馆拉开帷幕。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
长、著名艺术家范扬先生及其弟子携近期创作的近百幅精品画作
参展。多幅精品画作系首次对外展出，范扬先生还特为此次展览
提词“墨趣一得 水流花开”。书画爱好者可通过这些作品捕捉到
中国山水画的美感与内涵。同时，百年老字号一得阁也隆重推出
古法墨汁玉玺款，一得阁书法专用墨汁。

范扬在绘画上涉猎范围广泛，书画界相关评价说，“范扬山水
画作风淳厚，笔法沉雄，水墨华滋，近年来多作实景写生，偶作花
鸟，画法清新俊逸。” （宋 磊）

“墨趣一得”范扬师生作品展举行

“画中最妙言山水”。由于社会的重
视，宋代山水画逐渐跃居绘画的主要地
位。明代董其昌著有“南北宗论”：绘画
中的南宗派系和北宗派系在艺术风格上
和艺术技法上都有所不同。中国山水画
至北宋初，始分北方派系和江南派系，
南北画派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互相
影响、吸收、渗透，构成宋代绘画丰富
多采的面貌。

北方山水画派具有独特的构图形式，
善于描写雄伟壮美的全景式山水。北方山
水画派的几位画家各有特点。关仝的“峭
拔”、李成的“旷远”、范宽的“雄杰”，历来
被称为“三家山水”。他们都因为各具个性
而自成一体，而三家又都来源于荆浩。表
现雄伟峻厚、风骨峭拔的突兀巨壑，用硬
性的“钉头皴”、“雨点皴”、“条子皴”描绘
出北方石质坚凝的山体。他们共同组成了
五代至北宋初山水画中的“北方流派”，与
以柔性线条描绘平缓温润的江南山水的
“南方画派”有着本质区别。

李成善画寒林平远，范宽善画崇山
峻岭，许道宁善画平原、野水、林木，
他们三人皆先后在不同方面，发展和丰
富了荆浩、关仝的北方画派。

李成，擅画山水自娱。他在继承前

代成就的基础上，将山水画的表现内容
和表现技巧推向了纵深的发展。他的山
水画不仅表现出山川形象的变化，而且
特别强调了季节气候的特点，其中最突
出的就是创造了“寒林”的形象。他的
雪景寒林，“骨干”多显，挺拔坚实，
能给人以“气象萧疏，烟林清旷”的美
感， 具有北方山水特色。

范宽，初学荆浩，后师李成。他深入到
终南、太华一带的深山里，朝夕观察大自
然的变化，以千岩万壑为创作基础，终于
成为一代大家。所作之画多为山顶密林一
水边巨石，峰峦浑厚，笔墨雄奇，气势逼
人，使人观其画，“恍如行山阴道中，虽盛
暑中，凛凛然使人急欲挟纩也。”他也擅画
雪景寒林，雪山形象则是他的创造。后世
评论“李成得山之体貌，董源得山之神气，
范宽得山之骨法。”

许道宁，被认为是李成、范宽之后
的第一人，宋人评为“得李成之气”。其
山水师法李成，晚年笔法简快，所画峰
峦树木，峭拔劲硬，成一家之体。传世
作品有 《秋江渔艇图》 卷，绢本墨笔，
淡设色，画群山远峰之下开阔江面上的
数只渔艇。用长皴直扫而下，以表现峰
峦的峭拔之势。 （杨 芹整理）

北方山水画派：

旷远雄杰彰风骨

!中国画派

溪山行旅图 范 宽

水墨山君展雄风
———江标武画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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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标武虎画作品

袁运生，是著名画家董
希文的学生，从青年时代
起，就怀揣复兴中国艺术的
梦想。+&*) 年他去了美国，
+&&(年应邀回国在母校中央
美术学院任教，全身心地投
入中国传统艺术传承与发展
的理论研究，从 )"") 年起，
袁运生教授带领学生，平均
每年用两个月以上的时间，
考察中国 +! 个省 )"" 多个
县市的古代雕塑情况。)""!

年，他提出“中国传统雕塑
的复制与当代中国美术教育
体系的建立”的科研课题，
获得首届文化部创新奖，成
为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

建立自己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

袁运生之所以提出“建立中国自
己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其缘由是：
我们的近现代美术教育是在 )" 世纪
初由西方引进的，尤其是在基础教育
方面，教材一直沿用的是希腊雕刻，
这在百年前的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
的，但到了 )" 世纪后期，已不符合
时代的发展，在这种教育体系的培养
下，学生远离中国传统艺术的根基，
逐渐丧失本民族的审美与价值观，找
不到传达自己文化精神的依托。中国
的美术教育体系，它体现的应当是中
国精神文明的优秀传统和当代艺术发
展的新的可能性。正如张光直先生所
指出的，“用整个的西方文明的理论
体系，无法解释中国文明的发生与发
展的历史”。

通过 +" 年的考察和研究，袁运
生提出从中国青铜器和传统雕塑复制
入手，以取代一直沿用的古希腊、古
罗马的石膏雕像，以中国美术经典为
主体走向基础课堂，以此为契机，在
教学中逐步建构起中国独特的造型和
审美理念。这对于美术的启蒙教育尤
为重要，不仅可以改变我国近百年来
以西方雕刻为唯一范本的不合理结
构，更对中国当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建
立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中国古
代青铜器和雕塑艺术的发掘整理和再

认识，对于我国传统艺术体系在世界
范围内文化身份的确立，以及中国艺
术精神的传承、传播和发展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所以，这个课题的价值与意义是
溯本求源，探索中国艺术自身发展的
渊源根脉，寻求其发展的终极动力，
继承并将之发扬光大。认真总结“五
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年经验教
训，以全球视野，重新认识中华文明
的独特价值和生命活力。

中国雕刻是庞大的造型体系

袁运生不仅提出重建体系的思
路，自己还身体力行。至 )"+) 年，
他率领的课题组已顺利完成了第一期
文物考察和复制工作，其中包括山西
南涅水博物馆的北魏雕刻 )$ 种，山
东省诸城博物馆的北朝石刻造像 +,

种，共计 $+种。
袁运生说：“中国雕刻是一个庞

大的造型体系，它不是一种样式的重
复。从北梁、北魏到北齐、北周再到
隋唐，不同时段的造型体现了不同时
期的审美情味与造型变化，而不同地
域石质的不同，使雕刻呈现出不同的
审美特征。复制山东与山西的雕刻应
用于基础教学，可以帮助学生理解
体会中国古代雕刻的多样性与卓然
成就。和希腊雕刻相比，中国传统
雕刻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审美体系，
具有自己独特的品格、高超的艺术
性与魅力。”

考察中，袁运生发现青铜器是石
雕之外的又一个精彩的造型系统，有
着独特性的艺术性，从实质上讲，它
是一种最彻底的抽象性的艺术创造，
具备强烈的精神性的内涵。作为礼
器，它是沟通人与天的一种象征性器
物，是极具观念性和精神性的独特创
造，它的抽象性极大地提升了中国艺
术发展的精神性特征，对后来石雕艺
术品和中国画写意性的发展都有重要
的影响，也是中西艺术发展脉络的重
大差别所在。因此，将复制的青铜器
艺术作品作为基础课教材是对基础课
内容的一次重大提升，也是课题的最
重要的结论之一。所以，第二期的考

察工作除了继续考察相关省份的博物
馆，有目的地选定第二批复制对象，
完善教材选择工作外，袁先生带领课
题组已经开始启动青铜器的复制工
作，并得到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
目前，第一批的青铜器复制工作已经
开始。

在实践方面，)"+)年 &月，袁运
生率领的课题组开设了“中国传统雕
塑的复制与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
建立”基础教学高级研修班，邀请八
大美院基础部教学骨干，共同研究中
国传统雕塑的造型观念及表现方法如
何进入素描教学。学员们对教学及考
察活动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并以积
极的心态投入到对中
国传统雕塑艺术语言
的探索中。

构建中国自己的
高等美术教育体系，
是福及千秋的大事，
更是件复杂而艰巨的
工作，没有现成的理
论可以参考，它需要
众多贤能志士在实践
中不懈探索，逐步地
发展完善。作为全国
各美术院校的龙头，
中央美术学院理应肩
负起这一重大历史使
命。袁运生先生希望
通过此项工程，重新
建立本土化审美价值
体系，增强全体国民
的文化自信，为全面
复兴中国文化贡献一
份力量。

这是他的“美术
中国梦”。

链接

袁运生，中央美

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博士生导师，首

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著名油画家、壁画家。

代表作品有：首都机

场壁画《泼水节：生命

的赞歌》等。

首都博物馆青铜器堇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