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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记：

中国花鸟画因题材与表现空间所限，具有很强的局限性，这大大地限制
了花鸟画的创新发展。

画家卜敬恒，打破古人的樊篱，回避自然主义的“逼真”和形式主义的
虚无，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以作品探求、深挖花鸟的精神本质。
他更以大无畏精神，借用山水画笔墨、技巧、技法、意境营造、构图等思想
理念，在花鸟画传统构图上大胆闯“禁区”，又辅以“用色如用墨”理念，追
求纯正色等其它多个方面的融合，使作品形成了大格局、大气象、大情怀的
个人风格，为花鸟画创新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在时下浮躁的美术界，其
思想、理念与精神对当代画家很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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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充满丰富画意和深邃画境

李树森：绘画写形容易得意难，中国画更是重在意境。
读您的花鸟画，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丰富的画意
和深邃的画境，画面充盈着对生命的深刻体验与感悟，哲
理深厚，情感饱满。请问您是怎样理解中国画的意境与如
何营造意境的？

卜敬恒：意境，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内涵非常丰富，不
同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与理解。所以意境有一种只可意会不
可言传的感觉，要解释清楚还真不太容易。真正的艺术不
仅仅在于形似，更重要的是在于传神，在于意境。

物之形者，触目可把握，即可感知物之方圆长短。物之
意者，则非触目就能把握和了解到的。花鸟画的写意，其实
反映的是人的精神、品格和学问修养，需要用对应的人品、
学问、修养追求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我认为绘画要得意，首先要具备四有：有敬，有爱，有
情，有意。人具备这四有，生活就很真实，也很充实。画家具
备这四有，他的感情世界就很丰富，胸襟就开阔无限，就能
够在情深意浓的天地里涵养快乐的生活，自然心中充满美
好的东西，处处可以发现美。作为花鸟画家，对待花鸟，你
敬它、爱它、钟情于它，有意于它，与它有沟通，你才能了解
它，这样它的举手投足你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就
是得物之意。用画家自己的意去表达“理解了的物意”，称
为达物意，达己意。画者先得意，做到了表情达意，观画者
才容易得意。

意境由心生。有了四有积淀的深厚涵养，有了对生活
和生命的深刻体验与感悟，好的意境就容易立起来了，这
时的“意境”就成为画家自然而然的一种真情实感的流露，
成为了画家毫不修饰地对情深意浓的美好境界所作的真
情表现。意境是浓缩的精华的美，将这种美在画面上放大，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而产生大而丰富的意境。意
境正是大的境界里绽放的精华的美。

博大、淳朴、纯真、雄浑、崇高的诗意

李树森：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德说：“诗是有声画，画是
无声诗。”张舜民《跋百之诗画》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
形诗”。在您的乡土、田园作品中读到了意境，也感受到了
浓浓的诗意。这种诗意的产生必然来自于画家对生活，尤
其对传统文化的深厚积累与提炼升华。请您谈谈传统文化
对您的绘画有着怎样的影响？

卜敬恒：以诗言志，抒发感情，表现思想，传达出诗
人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与描绘。画亦然，不同之处是：诗
是用精美的语言文字形式，画是用色彩形象的形式来表
达、传递。高明的诗人和画家的作品蕴涵着丰富多彩而
深刻的精神、感情、思想和美的形象，这就是大家常说
的“诗情画意”。

泥土芬芳，一片片金黄色的麦穗、稻穗，蓝天白云，流
水潺湲，花香鸟语，绿树碧草，惠风和畅，我认为这就是“诗
情画意”，也是最美好的“意境”。我对此有种强烈的冲动，
促使我一定要在画作里把这些美好展现和颂扬。

从幼时起中华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就是潜移默化、自
然而然的，已经渗透到血液里。长大后又通过读万卷书，深
入研究儒、释、道这些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与精华，以此提
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理解认识民族精神，认识和了解世界。
还又行万里路，开阔眼界，积累经验，给自己看看世界各国
的机会。好画家必须是一个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丰富知识，
行过万里路，视野开阔的人，一个文明的人。

有了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生活阅历与感悟，才能将其上
升到一定的高度和境界，才能提炼、浓缩、升华，作为画家
最终用笔墨将其在画面上表达出来，从而产生诗意。我认
为诗意是一个很大、很广阔的境界，具有真情实感是产生
诗意的重要条件。我喜欢汉唐时期那些博大、雄浑、大美的
东西，反映在我的作品里就是追求博大、淳朴、纯真、雄浑、
崇高的无限美的诗意。

追求承前启后转化的当代性

李树森：您曾说：“我在理性上是个现代主义者，而在
情感与美学趣味上却是个古典主义者。”这样的状况会不
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您作品的当代性？

卜敬恒：儒家、道家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对我的世界
观、价值观、情感、美学趣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它诸子
百家、释家的影响次之，我的基因、血液里都是这些东西，
对中国古典有着不可割舍的情感。我认为，时代的变化、进
步、发展、提高是建立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的。古代到当代
是一个慢慢进化的时光通道，这通道是记录人类在总结前
人，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进化的笔记，古代当代不能割裂。

我生活在一个以工业与信息为主的现代文明社会，这
是一个迥异于古代农耕文明的时期，我是浮游在当代社会
人群里的一员，细细想想这就是事实。生活在现代气场里
的人硬要去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古人，那就成了假古人。现
在的画家，没有古代人那个时代的气场、情操和语境，硬要
画出与古代相仿佛的画，那种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师古人的心和精神，在学前人的绘画技巧、技法的基
础上，找出能表现现代人的情操、感情、思想、气场的笔、
墨、技巧、形象、绘画形式，用以来表现当代性，这是我的绘
画指导思想。如果我们看看八大之鹰和潘天寿之鹰，以及
李苦禅之鹰；再如徐渭之梅、吴昌硕之梅和关山月之梅。他
们虽题材一致，却面目各异，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的作品追求的是结合当下时代环境、进行承前启后
的转化。这就要求我理性地用现代人的视觉、思维、感情，
择选古人那些对当代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东西，进行学
习、继承、提炼、提高、丰富、弘扬、拓展、升华，转化成当代
人的反映与需要。这样的当代性，需要继承学习传统的精
华，对古典美学有感情、认同她，打通时光隧道，融会贯通
到现代。古典时代与当代的时光隧道是通畅的，就看你愿
不愿意去穿越。古典美学具有极高的学术高度，站在其上，
有所比较，有所认识，对我绘画的当代性不是限制是帮助。

睁开慧眼、去掉心灵蒙尘
努力创造让人激动的作品

李树森：罗丹曾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
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
上能够发现出美来。”您的花鸟画作品描绘的是百姓乡土、
田园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些小景物，而您却以独具匠心的独
创性，创作出意趣盎然、生机勃勃，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
来，这似乎在展现作者心中的一种欢欣向上、大悟大爱、率
真高尚的心胸、性格与情怀。这是不是正是您心性的反映？
代表了您对生活怎样的体悟与理解？

卜敬恒：爱好画画就是最好的心性。上天赐予你一个
画画的爱好，就给了你一个最好认识事物的心性，只不过
是你愿不愿去掉蒙在心性上的灰尘的问题。爱好画画，上
天就给了你天生的慧眼，只不过你愿不愿意睁开眼睛看看
而已。大师都是睁开了慧眼和去掉心灵蒙尘的人。

我认为，画家应该具有个性化的艺术思想和独立的艺
术人格，去掉功利心，保持纯真的心性。这样就会独具慧
眼，处处发现美，从中获得独特体悟，进而创造出宽厚、真、
美，且与众不同的艺术。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常常让人激

动，能让人激动是我作品的
重要追求。

“处处留心皆学问”，这
是先贤的经验和智慧。“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不同”，这是先贤教给我们
看待事物和认识事物的一种
方法，是启发我们从不同角
度看问题的一个思想理念。
这两个名句蕴含极高的哲
理，画家应该视其为座右
铭，圣贤大师都是具有这种
眼光和品格的人，我在向他
们学习。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创造自我

李树森：从您的花鸟作品中，可以体会到在继承传统，
开拓创新，形成作品个人风格方面，您不是在重复古人，而
是努力创造着自我。对此，您有何实践探索与心得体会？

卜敬恒：中国历代花鸟画家，经过长时间探索，积累了
丰富的技法，形成博大精深的传统。这是前贤智慧结晶，雄
厚遗产，不应该完全抛弃。但如果只会沉湎于古人的技法，
以其为上，自我陶醉，这就成了食古不化。对于古人的艺术
语言，如果不去重新思考，必然陷于公式化般的陈腔老调
之中，这不应该是学习和继承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我认
为应该更深地扎根于传统，传承和发扬它的精神与技巧，
使之具有现代的意识和风采。所以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创
造自我，是我绘画的终身追求。

风格就是人格，人格产生风格，人格不高风格也不会
高，没有独特个人风格的作品在美术史上是留不下痕迹的。
人品、艺品，品味、情操、格调，个性的艺术思想，艺术人格的独
立，这些体现在绘画里就形成了画作的风格。其中个性的艺
术思想和独立的艺术人格，对风格的形成最为重要。

敢于打破常规，突破传统局限
创造大格局、大气象、大情怀新风貌
李树森：花鸟画创作在表现空间和题材的局限性问

题，在您的作品里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宁静高雅、华滋清润
的画面中充满生气与灵性，又不乏雄浑大气，在大格局之
下还会找到一种博大深远的气象，甚至部分作品的笔墨上
有着豪放恣肆、酣畅淋漓的大情怀感觉。这些您是如何思
考和做到的？

卜敬恒：花鸟画受特殊题材限制确实存在很多局限
性，我经常提醒自己：有局限才有特点，打破思想、认识、意
识、观念上的局限性，才会有真正的提高、发展和创造。

我是1967年入的著名国画大家李琼久老师师门，学山
水画将近 20 年后才开始学花鸟画的。我把山水画钩、皴、
染、点等丰富的笔墨、技法、技巧运用在花鸟画上，使花鸟
画的表现手法和形式更加丰富，增强了笔墨的可品、可玩
味性。我把画山水画丰富的笔墨技巧丰富到画花鸟画里，
拓宽了花鸟画的内容和题材。把山水画那种高、深、远的视
觉感觉和空间处理，借鉴到花鸟画里，把画山水画的立意
和“意境”方面的所得，“融会贯通”于花鸟画的“立意”、“意
境”方面。这也是恩师李琼久先生给我指出的一条路，我满
怀感恩，不懈求索，经过数十年的多思、多想、多画，勇于探
索、不怕失败，不断总结经验，累积一点点的小成功，终于
取得了一些大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构图上的突破。古人根据当时的美学要求，总结
了一些经验，在构图上、意念上、外拓与内敛的表现形式
上，生成了一些共同遵循的规则，称其为花鸟画的禁忌。列
举4点如下：

①构图上的顶天立地，笔墨四面出纸，如井字和放射
状构图；②门坊式的对称构图；③把表现事物和笔墨放在
画面的二分之一上，一字儿摆开或平分式构图；④把表现
内容和笔墨画成一个正圆或一个椭圆四面不着纸边的构
图等等。

面对这些构图上的忌讳，我用新理念大胆使用，巧妙
调节，产生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效果。比如在①中，此构图易
平稳，显得拘谨，我就在用笔用线的粗、细、虚、实上和墨色
浓淡、轻重上寻求解决之道，使之稳中求动。对于此构图在
意念上显得过分外展而不含蓄的问题，我采用曲线调节的
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③中，此构图容易不稳定和飘
移，我就用色、墨块与线条并用的方法加以解决。

第二、大胆使用纯正色。注意是大胆用色，而不是大胆
用彩，在这点上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偏见、俗见和
一些浅见。其实先贤们早就有正色之说，中国早期的传统
绘画在用色上是非常讲究、大胆的，画史上就说到文人
画始祖王维画青绿山水画。佛家很讲空寂，却也把佛像
和庙宇搞得金碧辉煌。中国画用色的雅、正、纯是必须
继承和追求的。中国画有墨分五色之说，我用色如用
墨，把水墨追求用墨纯正的理念运用在用色上，追求用
色的纯正。一种色通过干、湿、浓、淡的运用而变成丰
富的多色。此种用色能保证、保持用色的纯正。另一方
法是纯正的多单色并用和类似色通用，用重墨和淡墨调
节，去除燥气、火
气，保证了色的和
谐与雅致，加强了
节奏。

第三、把画中
的 物 体 平 面 化 处
理。我采用物体平

面化、用色纯正化，在单纯中求丰富。具体绘画中使用
大墨块、大色块与长线结合。一只鸟就一个墨块色块和
几条线，花叶的处理上亦然，这就省略了无数细节，用
粗枝大叶的方法去约略的表现事物的本质精神。

第四、把别人画熟了无法避开的题材和内容作个性
化处理。比如把鸟画得肥、朴、大，这样画容易显得
笨、拙，我就以动态、动势补之。选择一些别人不常用
的题材和品种，或在造形、用色、形式等方面与别人拉
开一些距离，或从立意上创变等等。

通过以上这些对传统的突破，使花鸟画作品大开大
合，正如您所总结的，形成了大的格局，大的气象，也
便于我抒发大的情怀，这就使得作品具有了新的风貌。

崇尚石鲁提出的“以神写形”

李树森：顾恺之的“传神论”提出“以形写神”，而
您更崇尚石鲁提出的“以神写形”。能具体谈谈原因吗？

卜敬恒：“以形写神”，“以神写形”都提得非常好，对绘
画来讲都具有指导意义。但我认为浅层次的表达重形，深
层次的表达重精神和本质。“以神写形”强调了人的自我感
觉，显得更主观一点。过分强调写形，就会被物所累，局限
了感情与思想。“以神写形”是中国画有别于西方绘画最
大的区分点之一，更是中国文人画的着眼点，是中国传
统绘画的精神体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文人，认
识事物、欣赏事物和表现事物时，特别重视事物内涵的
品 格 、 精
神、气质、
节操，常用
哲理眼光去
看待事物，
用智慧的哲
学意识表现
事物，这是
中国人的智
慧。我是一
个地道中国
人，在绘画
时对形、神
的侧重，显
然是不言而
喻的了。

花鸟画大格局大气象风貌的有益探索
——访国画名家卜敬恒

李树森

卜敬恒，1945 年出生，四川乐山人。现为嘉
州画院副院长、乐山市美协副主席、重庆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月涌大江流月涌大江流 鹤鸣晓天阔鹤鸣晓天阔

高洁图高洁图

高秋赋高秋赋听鸟说甚问花笑谁听鸟说甚问花笑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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