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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的发展中国绘画的发展，，从人物从人物、、山水山水、、花鸟的顺序来花鸟的顺序来
看看，，是人对自然的审美价值是人对自然的审美价值逐步推进的过程逐步推进的过程。。所谓审所谓审
美的真善美标准美的真善美标准，，也就是人的意识形态赋予自然万物也就是人的意识形态赋予自然万物
的审美价值的审美价值。。

于非闇从写意转到工笔于非闇从写意转到工笔，，目的在于突破吴昌硕目的在于突破吴昌硕、、
齐白石南北两大写意派的垄断局面齐白石南北两大写意派的垄断局面。。画笔一转画笔一转，，转到转到
了北宋宫廷派的工笔画了北宋宫廷派的工笔画，，既学宋徽宗的画法既学宋徽宗的画法，，也学他也学他
的书法的书法。。自来名师出高徒自来名师出高徒，，于非闇带出了两位高徒于非闇带出了两位高徒，，
一个田世光一个田世光，，一个俞致贞一个俞致贞，，又带出了第三代工笔画又带出了第三代工笔画
家家，，龚文桢就是其中一个龚文桢就是其中一个。。他以工笔花鸟为主攻方他以工笔花鸟为主攻方
向向，，既和他的老师和太老师有同工之妙既和他的老师和太老师有同工之妙，，也有异曲之也有异曲之
貌貌。。不看别的不看别的，，只要看他在和毛竹只要看他在和毛竹、、毛笋的合影中毛笋的合影中，，
便知他所追求的艺术形象有他自己的天地便知他所追求的艺术形象有他自己的天地。。再看他的再看他的
写生作品写生作品，，除了竹和笋除了竹和笋、、燕和雀燕和雀，，特善画大自然中的特善画大自然中的
昏暗角落昏暗角落，，用以突出荒树野花的面貌用以突出荒树野花的面貌，，强化自然景观强化自然景观
中的色彩美中的色彩美。。尽管他的用笔用色尽管他的用笔用色，，处处务实处处务实，，一丝不一丝不
苟苟，，可是实中有虚可是实中有虚，，耐人寻味耐人寻味。。在布局上在布局上，，他讲究花他讲究花
石树鸟的自然关系石树鸟的自然关系，，表达季节与环境的特征表达季节与环境的特征，，他的太他的太
老师喜欢用老师喜欢用““红杏枝头春意闹红杏枝头春意闹””一类题画诗一类题画诗，，用以烘用以烘
托形象的鲜明性托形象的鲜明性，，龚文桢却不依赖题画诗的烘托龚文桢却不依赖题画诗的烘托，，他他
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所创造的艺术形象，，靠一笔不苟的硬功夫靠一笔不苟的硬功夫，，在浓厚中在浓厚中
见清淡见清淡，，严谨中见灵活严谨中见灵活，，使工笔花鸟更加生机勃勃使工笔花鸟更加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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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文桢，当代工笔花鸟画领军人物，1945年生于北京，自幼研习中国传
统工笔花鸟画，尤为注重写生，追求严谨大方、清丽典雅的艺术风格。其作
品多次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并为中国美术馆、中国美协收藏，作品亦在美
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展出,并出版多本画集及技法。1988 年设计

“中国兰花”邮票获“1988年全国最佳邮票奖”。“大地春”“红梅图”等多幅
作品现陈列于中南海、钓鱼台等处。多幅花鸟作品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领
导人。1991年6月为中国驻联合国总部大厅作工笔画“梅竹图”。2001年参加
中国画百年展。2005年入选全国政协主办的北京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

进入到21世纪，很多画家都以现代的方式应对社会和艺术，然而龚文桢
却是一位不具有太多现代性的人。同时，他也不是那种看起来很古典的人，
至少他没有用一袭中式服装来标榜自己。在他的画中也看不出那种自诩为文
人的装腔作势，尽管他的题跋中的瘦金体表现出一丝古意，可是整体的风格
中依然是一种当代性的审美情趣。他是一个很平淡的人,平淡得让人难以找到
相谈的话题。历史上曾有不少画家在民间被戏称为“痴”或“癫”，这大概要
从东晋顾恺之算起，这是因为画家有许多不同常人的地方，或者因为画画的
解衣盘礴表现出了“痴”或“癫”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执著和忘我,是作为画
家最为重要的气质。

在龚文桢的个性风格中，最为表面的就是不擅言辞，不善交游，因此，旁人是
很难看到他的“痴”或“癫”，也看不到画家的作派。他低调为人为事，专注于自己
的绘画事业之中。在当代社会的画家中，能够专注于自己的画面而心无旁骛的
人，也实在是不多。所以，他得到了像叶浅予、秦岭云等老一辈艺术家的赏识。一
句“为人要厚道”的电影台词曾经风靡坊间，就是因为“厚道”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
的期望。龚文桢确实是一个厚道的人。

作为画家的龚文桢，他在画面中所表现出来的“厚道”像他的人一样没
有油滑和甜俗，没有市井和江湖，他的构图、勾线、渲染的每一个细节都表
现出严谨的态度，他的情趣、意境、风格的每一个方面都反映出发自内心的
表白。他在工整的画面中去除了描摹的痕迹，在严谨的风格中透露出“写”
的趣味，于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的整体潮流中独树一帜。

中国花鸟画发展到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之后，几乎让所有的后人都
感到了逾越高峰的困难。尽管在20世纪中期之后，花鸟画还是出现了潘天寿
等大家，可是在绘画史整体上的成就并不突出。然而其中的工笔，却出现了
于非厂和陈之佛这南北两位高手，可以说是自宋代之后工笔花鸟难得见到的
一次脉动。显然，工笔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遭遇，是与宋代苏东坡为代表的文
人画的主流地位相联系的，因此，元以后的工笔画衰颓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
题。到了20世纪的后期,因为展览的导引,工笔花鸟画出现了自宋代以来的一次
高峰期，不仅相继出现了大批的工笔花鸟画画家，而且也有大批的工笔花鸟

作品入选全国美展。可以
说，工笔花鸟画和工笔花鸟
画画家都得到了时代的礼
遇。而在这一不正常的现象
之中。当代工笔画潮流中失
去了绘画的感觉和意趣，也失
去了绘画的人文精神，使得工
笔画以追求类似摄影的镜头反
映为终结目标，并形成了繁荣
景象背后的时代之病。龚文桢
的画不是这样，他的画面中所
营造的画面感觉不是以工整为
第一性，而是以绘画的感觉和
意趣来诠释工笔画应有的品
格。

作为工笔花鸟画家，龚
文桢在选择花鸟画和工笔的
时候，一定会掂量其中的难
度。这种在西方绘画中绝无
的品类，作为一个独立的画
种在中国得到了一种专业的
认同，因此，以折枝为代表
的结体方式则凝聚了历史发

展的成果，它完全区别西方绘画中的静物画。在得与失的辩证关系中，折枝
的局限性首先表现在发展中的可能性非常有限，而从历史的发展看，工笔花
鸟画的花和鸟的品种也是少得屈指可数，花和鸟的搭配更是在一种民俗的层
面上表现出一种传承关系。因此，现代的很多画家都以引进新的表象对象为
突破，比如齐白石的工虫，潘天寿的雁荡山花，都是史无前例。在龚文桢的
画面中,虽然也有一些折枝的构图方式，表明了与传统工笔花鸟画之间的联
系，但是，他钟情的还是源于云南一些新的题材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语
言。为此，他11次到云南写生，体验在那个地域中对于自然世界的感受，从
而为自己的工笔花鸟画开辟一个新的视窗，表达对于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新
的见解。

龚文桢的这种选择，在当代工笔花鸟画家中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
去过云南的画家很多，画云南花鸟的画家也很多。他的成就和意义在于他从
所要表现的新的内容中，摸索到与之相应的新的技法，并因此表达出一种新
的花鸟画境界，以及审美中新的视觉体验。比如，他画的夜景中的花鸟，是
将特殊情境中的花鸟作了特殊的处理，使之成为似与不似之间的一种艺术气
象，并没有复制自然的直观。他选择云南特有的竹，而将关注的点放到那具
有绘画性的竹根上，所以，他的画面中的竹既有与传统审美上的联系，又有
形象上的改观所创造的新境界。他还特别留心那些藤蔓等寄生植物，把自然
的趣味和绘画的趣味结合起来，别开生面。

龚文桢工笔花鸟的语言方式有其独特的内容，既反映了他源于于非厂、
田世光的学术背景，也表现了他多年研究的结果，他从一个方面推动了当代
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健康发展。 （魏勤英 宋善娟 袁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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