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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看到本村的一位老先生画财
神、画篱边小鸡的情景，非常羡慕。回到家
里，便照着小学课本上的图画，墨笔勾线，
蜡笔染色，画了一棵白菜，这是我平生第一
次画画。画得虽然不怎么好，但自己很高
兴，便把它贴在墙上。母亲首先看到这张
画，问我：这是谁画的？我说我画的。她用
怀疑的口气问：你会画画？我说照着课本上
画的。她很高兴，只要有人来家中，她就指
着画说：看，这是我儿子画的。

其实，这次作画，不过是一时兴起，偶而为
之。但自此以后，在我心中埋下了绘画的种子，
进而演变成从骨子里喜欢中国画。后来在武警
部队工作，由于工作原因一直非常繁忙，但我
总是抽时间找各种机会去欣赏画作，而且自己
也抽空画上几笔。同时，由喜欢中国画，引发我
特别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喜欢诗歌。我从
15岁开始学诗写诗。从那时起，五十多年来，无
论当教师也好，当士兵也好，当军官也好，退休
之后也好，从来没有停止过。

而真正俯下身子全身心研习绘画，是从
2003年开始的十年间。十年来，我有如下一些
经历和体会。

出于爱好，矢志学画

退休后，繁重的工作任务没有了，相应的
压力和烦恼也没有了，时间充足了，精力也充
沛了，该干点什么呢？出于对绘画几十年的爱
好，我决定投入主要精力、主要时间学习绘画。
并且说干就干，很快购买了一批笔墨纸砚，认
真地临摹、研究起来。

有朋友看到我风风火火地像专业画家一
样研究起绘画来，便对我说：五十多岁的人了，
还去学画，什么时候能当画家？什么时候能卖
画赚钱？我说，当画家，没想过，卖画赚钱，更没
想过。我学画只是因为爱好、喜欢。实际上，我

早就在渴望能有充裕的时间画画了，退休后终
于如愿以偿！

很多人退休后感觉很不适应，可对于我而
言，是终于有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喜欢的
绘画中去了，所以我感到生活很充实，很有意
义，没有失落感、空虚感和寂寞感，心境很平
和，灵魂似乎得到了净化，跃升到了一个新的
境界。“唱歌跳舞说快书，赋诗绘画写文章。莫
道人生近暮年，漫天晚霞胜朝阳。”我这首名曰
《抒怀》的小诗，表达的就是我对退休生活的真
情实感。

打好理论基础，不怕困难挫折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理论指导，绘画也不例
外。有了理论指导，才能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
性。

基于这种认识，我一次就花800多元钱，
购买了《芥子园画谱》、《新芥子园画谱》、《中国
传统名画全集》、《绘画基本知识问答》等书籍，
以后又陆陆续续买了一些，共有300多册，进
行认真研读。通过系统学习，对绘画的定义、分
类、历史、古今著名画家的传略等有了更清晰、
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对绘画的基本技法、基本
常识，如勾、皴、擦、染、点、着色；远山无皴，远
水无波，远人无目；近浓远淡，近实远虚；近看
笔墨，远看效果；色中有墨，墨中有色等有了较
好的掌握。对绘画的学习、创作打下了比较坚
实的理论基础。

我也更加注重了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读
书、绘画成了我每天最重要的内容。我几十年
的诗歌研究和创作经历起了很大作用，也给了
我很多启发，尤其对我的绘画思想影响很深。

五十多年来，我在学诗写诗过程中，也遇
到一些挫折和失败，但都没有因此动摇我的意
志。最大的一次挫折是1977年。那时，我在北
京卫戍区政治部当干事。我把我多年写的诗稿

进行了整理，从中
挑选出 150 首比较
好的，编成一个集
子，取名为《心中的
歌》，送到文学出版
社，想出版我的第
一部诗集。出版社
诗歌组的组长接待
了我。他简单翻了
一下我的诗稿说：
“小伙子，你能写出
这么多诗来，精神
可佳，但能不能出
版，现在还不能定，
我得看一下，让诗
歌组的其他人也看
一下，如果你的诗
够出版水平，我们
祝贺你，不够出版
水平，你继续努力。
一个月以后你再来

找我”。一个月后，我满怀希望到了出版社，那
位组长对我说：“你的诗我们研究了，整体上
看，不够出版水平，主要是口号性、概念性的东
西比较多，具体意象少。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好
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从中挑选六七
首，推荐到文学刊物上发一下，也算是对你的
鼓励。”听了这个话，我顿时心里冰凉，回机关
的路上，我感到像没了魂一样，腿都走不动了，
而且好几天，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而有的
同事，明知我的诗集未能出版，却故意问：德
江，你的诗集什么时候出版？什么时候能当作
家啊？面对失败，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知难而
进，继续努力，发扬长处，克服不足，一定要写
出一部能够出版的诗集来。又经过多年的努
力，终于在1993年 9月，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诗集《心泉流韵》。《诗刊》原
主编张志民还为这部诗集写了序言。手捧新出
版的诗集，我最深的体会是：失败了，别躺下。

失败了，别躺下。这一直是我做事的重要
原则之一，也是我的性格所在。我认准的事，会
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成功，在研习绘画方面同
样如此。也正因为这样的精神意志支撑，我做
起事情来，非常投入，而且感觉总有使不完的
劲。

多画多练，注重实践

我以为，提高绘画技艺，学习理论固然
重要，但实际练习更为重要，正如马克思说
过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从
2003年开始，我每年都在报班学习绘画，至
今已坚持了10年。先后师从高明远、陈莉华
等九位老师，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山水画、花
鸟画、人物画。这期间，无论冬天的严寒，
还是夏季的酷暑，无论是身体的疲惫，还是
家庭的琐事，都没有阻挡住我学习的脚步。
此外，根据在学习班没有学过焦墨山水的情
况，我还在家自学了焦墨山水，办法就是多
画多练。有时一张画要画多次，一次画不
好，就画两次，两次画不好，就画三次，直
到画好为止。大量的实践，使我深深地体会
到：实践出真知，实践出水平，实践是提高
绘画技艺的基本途径。

及时总结，不断提高

我每画一幅画，都注意分析这幅画的情
况。看优点是什么，弱点在哪里，原因何
在。以便以后再画类似作品时，发扬长处，
避免不足。多年来，我总结了一些绘画的体
会，并把它用诗歌的形式写出来，有的还发
表到报刊上。如这首《学画有感》：

学画这些年，

谁说无收获。

好画没几张，

废画一大摞。

这里，表达的是学画的艰辛。再如这首
《像与不像》：

不像无文章，

太像无想象。

像与不像间，

绝妙好文章。

以及《学画有感》：
太像齐白石，

没了你自己。

太像李可染，

你就不是你。

这两首实际上是讲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
的关系。再如这首《空白》：

我画一脉青山，

山后空白该画什么？

画上朝霞——即使光芒万丈，

也不过是朝霞。

画上悬崖——即使壁立

千仞，

也不过是悬崖。

画上奔马——即使追风

赶日，

也不过是奔马。

画上古刹——即使历经

千年，

也不过是古刹。

那就让它空着吧——

你想象有啥就有啥。

这是用诗歌语言表述的
绘画中留空白的体会。

画外功夫，不可或缺

我深刻知道，一个画家的画外之功比他
画画本身更为重要，一个好画家首先应该是
一个学问家，没有深厚文化涵养、人生阅历
和丰富的生活，是不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艺
术家的。这些功夫，看起来与绘画无关，实
际上对绘画大有裨益。主要是以下四点：

一是旅游。很多著名的山水，我大都去
过，如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澜沧
江、泰山、黄山、武夷山、峨嵋山、张家界
等，这些山水，或高大，或险峻，或雄奇，
或秀丽，或苍茫，或润泽，它们撞击我的胸
口，震撼我的灵魂，使我终生难忘，也为我
的绘画增添了素材和气韵。

二是学诗。诗和画是相通的，诗是无形
的画，画是有形的诗。诗中有画是好诗，画
中有诗是好画。我从十多岁开始学诗，并一
直坚持下来。我把诗意通过画笔体现在画
中，使画更有意境，更有气韵。

三是学习书法。书画同源，书画一家，书法
是另一种造形。多年来，我坚持练习书法，虽没
有取得多大成就，但对绘画有促进作用。

四是学习哲学理论。哲学与绘画相辅相
成。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掌握了辩
证思维的哲学观点，不但会加深对绘画理论的
理解，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运用到绘画实
践中去，提高绘画水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通过十年的不懈努力，我的绘画水平不
断提高，取得了一些成
绩。目前，已在各种报
刊发表绘画作品 100 多
幅。出版了《殷德江绘
画作品选》。举办了两次
个人画展。书画作品及
个人艺术成绩，刊登于
十多家网站，国内外很
多喜欢绘画的人士与我
取得联系，交流经验与
心得体会。我还多次应
邀参加画展，获得了一
些奖项。

可 以 说 ， 在 绘 画
上，我不敢苛求学有大
成，但这些追求，圆了
我的梦。我也知道，学
海无涯，进步无止境。
如果停止了前进的脚
步，那就不进则退。我
曾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
的句子：昨日已过去，
未来在面前，文山艺海

里，开辟新地天。

多年的绘画实践，
使我得出这样一结论：
只有用心血浸润过的画
笔，才能画出气韵生动
的画作。执著追求，这
是我学诗写诗的诀窍。
其实，这也是学习任何
东西，做好任何事情的
诀窍。

殷德江，男，1945年10月生，籍贯山东诸城

人。1958年7月任小学教师，1961年12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64年1月入伍。曾任武警北京市总队

第四支队政委、北京指挥学校政委、武警北京市

总队政治部主任等职，武警大校警衔。

殷德江兴趣爱好广泛，对诗歌、新闻、文学、绘

画等都比较喜爱。1996年加入中国诗歌学会和中国

作家协会。曾在《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多家新

闻单位发表新闻作品过百篇。曾在《诗刊》、《北京文

学》、《解放军文艺》、《人民武警报》、《北京晚报》等

20多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评论等作品数百首

（篇）。陆续出版了《心泉流韵》、《心灵的脚印》、《独

树林》、《正常世界》、《倾情神州》五部诗集。有关出

版社出版了殷德江诗歌评论集两部——《橄榄绿的

芬芳》和《殷德江诗歌赏析》。其诗作曾得到众多评

论家、作家的肯定和赞扬，并先后十多次获奖。

金台记：

四大文明古国的文明仅有中国延续得最为完整。古埃及除了遗

留下金字塔，已难寻原有文化的痕迹；古印度在雅利安人入侵后，

原有的文化也随之消亡；古巴比伦文化也已不复存在。

然而，为什么古代中国朝代更迭，而历史不断，中国文化延续

5000年不断？为什么外国著名学者预测“中国文化将在未来世界中

起到重要的作用”、“人类未来和平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主轴是以中华

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为什么有学者预测数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世

界一流的强国？

这就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其魅力从一

位当代绘画爱好者殷德江先生身上就可以体会到。对殷德江来说，中

华文化的烙印从小就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中华文化的基因扎根于

他的骨子里。他为此而追求一生，影响一生，乐此不疲。

正是大批的哲人贤士，众多如殷德江这样的文化传承、弘扬者

汇成滔滔洪流，书写着中华文化，延续着中华文明。

心血润画笔 笔下飞彩虹
殷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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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练悬挂天地间

飞雪漫天

秋色正浓殷德江诗歌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