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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岁吴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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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布上的诗意栖居

本次展出作品囊括了吴良镛先生
各个阶段的书法、绘画作品 100 余
幅，以及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孔子研
究院、中央美术学院、江宁织造博物
馆、泰山博物馆等 6 项建筑设计工
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吴良镛今年
为本次展览特别创作的巨幅书法作
品。他以 92 岁的高龄和将近百年的
人生智慧，挥毫书写在中国美术馆
37米的圆厅弧墙上。

吴良镛于 21 世纪初提出了人居
环境科学，倡导“大科学、大艺术、
大人文”交融的体系。他认为人居环
境是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美的欣赏和
艺术创造，因此人居环境的美也是各
种艺术的美的综合集成，包括书法、
文学、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
等，而其美的表现关键在于境界的整
体创造。

这种思想贯彻于吴先生的书画与
建筑创作中。观其书画，不管是水
彩、速写还是书法，都有一个共同特
点，就是往往都与人的生活、人所居
处的环境密切相关。集市、街道、院
落、村庄……无不可入画；建筑、人
物、诗文、名山大川无所不包。他以
一颗虔诚的心，发现、体悟和表达生

活中无处不在的美。而他的建筑创
作，除了物质环境的创造，还能让人
体会到无所不在的文化气息，把城市
环境、建筑、园林、雕塑和文化内涵
融为一体。

正如吴良镛所说：“我毕生追求
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
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
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人居艺
境”的展览主题正是体现了吴老的
这一理念。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
表示，吴良镛先生是在艺术和建筑
两个领域相融贯通的一位大师。“我
们都十分急迫地感到要通过展览，
使得吴先生对于建筑文化、建筑美
学的思想能够得到更广泛的社会传
播，能够使他的这些对中国建筑的
理念成为我们今天城市建设、新农
村建设、城镇化建设的非常重要的
学术思想。”

笔墨丹青一路相随

范迪安在介绍中说，美术界对于
吴良镛的绘画创作也早有所知，“美
术界都知道吴良镛先生不仅从事建筑
设计，他还从少年时代就热爱书画，
年轻时便与美术界许多著名前辈有交
往，感受他们在美术上的见解。对于
美术界来说，长期就有这个愿望，做

一个吴老的创作展览。”如今这个愿
望终于实现。

展 览 从 十 分 珍 贵 保 存 至 今 的
1940 年代的作品开始，直到晚年的
新作，可见吴良镛优秀的绘画秉赋和
持续的绘画兴致。他在绘画技巧上师
法正宗，形成了坚实的造型功力，更
把绘画作为观察生活与自然、感受建
筑与环境的方式，状物为着抒情，写
景同时写心，在行旅中国和踏访世界
之际，总是笔耕不辍，以画家和建筑
师二者兼备的眼光，画出自己的敏锐
感受。无论是水彩还是素描、速写、
水墨，取景构图都十分大气，色彩色
调十分高级，尤其是探索了西洋绘画
块面造型与中国艺术线条表现的两相
结合，以水色交融的语言画出浓郁的
诗意，呈现出典雅的格调和大师的手
笔。

同样，书法也是吴良镛艺术人生
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以言志，书为心
声，在他的书写篇章中，透溢出他对
建筑文化的思考和在传统文化上的修
养。范迪安评论道：“吴良镛先生的
书法风格深含中国古来看重的风骨，
在遒劲的笔力中体现出历经世事沧桑
而坚持不变的精神品格，同时散发出
性任自然的光彩，于俊朗的仪态中袒
露出谦和包容的学者情怀，堪称知识
分子纯粹心灵的墨迹。”

过往人生的再发现

吴良镛的建筑人生始终伴随着对
绘画艺术的挚爱。他将自己近百年的
人生分成了三个阶段。

吴良镛说，第一个 30 年是成长
阶段，他早年经父亲与兄长教导而学
习传统绘画。但在其高考完了，也就
是1940年7月遭到日军轰炸家园后则
立志学习建筑，“当时的情况决定了
我的专业是恢复家园，那是建筑和绘
画并行学习阶段。学建筑是为了重建
家园，而学习绘画则是当时环境造
就。”自此，建筑和绘画一直伴随其
一生。之后他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
系就读，深受徐悲鸿、傅抱石、吴作
人等著名绘画大师的艺术熏陶。

第二个 30 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建设的 30 年。那时在美国匡溪艺
术学院完成学业的他接到梁思成、林
徽因的书信，看到信中“百废待兴”
4个字就决定立刻从美国动身回到祖
国，从此便开始了他的“匠人营国”
之路，他不仅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
突出贡献，还为现在的城市建设、乡
镇改造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素材。

第三个 30 年是改革开放后实践
“人居艺境”理念的30年，其人居环
境的理念开始形成。

吴老将这次展览称之为几十年艺
术创作的一次检验。“准备展览的过程
也是对我过去几十年绘画、书法、建筑
作品的盘点和再次‘发现’的过程。而
翻阅这些陈年作品，好似回望曾经的
经历和心境。这里不仅仅是绘画作品，
还是过去生活的折射，或者一种追忆，
或者一种情趣，一种美的感受。”

吴良镛说，这次展览将其新旧作
品放在一起，对其艺术的探索也有新
的启示，也是对自己的激励。“这种激
励敦促我在90岁后该怎么做。我感觉
还有一种新的追求，就是追求人居。无
论中国、外国，在环境里头，迫切需要
一种艺术的创造。这种创造，可以给大
众生活带来美的享受。”

提到吴良镛，大家的第一反应多是建筑大家，
他设计的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孔子研究院至今为人
称道。殊不知，吴良镛还是一位热爱绘画和书法的
艺术家。

近日，中国美术馆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人
居艺境——吴良镛绘画书法建筑艺术展”亮相中国
美术馆。展览开幕当天，92岁高龄的吴良镛亲临现
场。他精神矍铄、思维清晰、笑容可掬，用清亮而
温润的声音，将他近百年的人生之路娓娓道来。

▲安居 吴良镛▲安居 吴良镛

▶米兰教堂 吴良镛▶米兰教堂 吴良镛

▲泰山山麓 吴良镛▲泰山山麓 吴良镛

2014年是著名国画大师傅抱石先生诞辰110周年。日
前，北京画院联手南京博物院共同推出“踪迹大化——
傅抱石艺术回顾展”。展览全面地呈现出傅抱石在山水画
创作、篆刻艺术探索以及中国美术史学开拓等领域的成
就，并向观众展示一位真实而又全面的艺术大师。

傅抱石的山水画艺术大气磅礴，自成一家，而且开
创出独具个人风格的“抱石皴”；他的篆刻取法赵之谦，
风格爽利劲健，率真雅正，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便声名远
播，被时人誉为“篆刻神手”；他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
是从根本上探寻中国画发展演变的规律，谈古论今，堪
称著述等身。

此次展览对傅抱石的艺术成就进行系统梳理，将其
一生创作的山水画精品进行一次集中展示：从早期的摹
古作品 《策杖携琴图》 到重庆金刚坡时期的代表作 《潇
潇暮雨》，从新中国成立后的长途写生作品 《天池瀑
布》，再到一系列的毛泽东诗意创作，使观众可以直观地
了解到不同时期傅抱石山水画艺术的不同风貌，并逐步
观照到傅抱石艺术风格不断转化和逐渐形成的清晰脉
络。同时，展览还精选出 30方傅抱石不同时期的篆刻作
品，并多方收集民国时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傅抱石关于
美术史研究的相关著作，通过丰富的文献展板，详细地
为观众解读傅抱石一生卓越的艺术成就。

上世纪 50年代，如何改革中国画成为当时国画家们
面临的紧迫问题，“写生”成为诸多山水画家不由自主的
一种选择。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傅抱石率领“江苏国画
工作团”进行了“二万三千里”的长途写生，并推出一

大批适应新时代的精品力作。与此同时，岭南派大家关
山月先生、北方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先生都进行了相似的
写生探索和实践。所以在展览中，不仅呈现傅抱石的写
生作品，同时还将关山月赴东北地区以及李可染赴德国
的写生精品与之并置，在同一个展厅里将上世纪3位山水
画大师的写生精品进行专题性研究展示，用最本体的绘
画作品和艺术语言去分析、探究解放初期中国山水画在
题材内容与创作方式上的改变，共同呈现当时山水画发
展的基本风貌。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可以用易经的天地卦辞来概括，“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没有任何一个民族
能够在其文明早期明晰地认识到这样的阴阳合一而对立依存永恒周转的
关系。在这样的民族精神下派生出的中华民族“大美为真的写意精神”
的艺术精神，指引着数千年中国艺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有无相生而
生生不息。这条文脉何等的深髓，这条大河何等的壮阔，使她成为数千
年来的人文奇观，而近 200 年来，她虽被忽视但实际是“有大美而不言”
的一种存在。

浙江的绘画在南宋以后，形成了中国文人画的核心，其画理清晰，画法
高超，名家辈出，冠绝古今，在世界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绘画在其理
论的深度和技法的难度上可以与之比美，其文人画家和画作达到的境界正
是中国画五种境界的典范，而水墨技法的运用也是中国历史和世界美术史
上的奇迹。

当下的浙江画坛，在新浙派众多老前辈之后，又呈现出一派繁荣发
展、群星灿烂的美景，浙江美院、浙江画院、杭州画院以及众多的其他
画家形成强大的多画种阵容。在刚刚结束的 《新中国美术家》 系列活动

中，浙江的国画作为首展，在京城的展出又大获好评。在我的感受里，
浙江画院的带头人孙永院长话不多，深沉老练，思路清晰，能感觉的出
是一名重实干的画院当家人。而这一认识，后来也得到了印证。今年的3
月，“新中国美术家系列——浙江省中国画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
馆开幕。展览汇集了吴宪生、张伟民、池沙鸿、孙永、尉晓榕、王赞、
陈虹、张谷旻、茹峰、马锋辉、张捷、袁进华、赵跃鹏、林海钟、韩璐
共15位浙江中国画家的近百件作品。根据展览要求，本次参展画家均为
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浙江画坛名家，作品风格鲜明，传承文脉清
晰，个人成绩斐然，他们不仅是当代浙江画界的优秀代表，更代表了浙
江美术界的中坚力量。

活动的举办，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浙江画院的了解。作为一家由政
府设立的画院，浙江画院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承担了创作精品和
服务社会的重要责任。在建院30年的成长历史中，四任院长陆俨少、潘
鸿海、张华胜、孙永为浙江画院的发展，不断创造各种条件，带领画院
向着一座又一座的学术高峰攀登，打造了大量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
的艺术精品，也凝聚了一批在中国画界有重要影响的特聘画师和研究
员。在强手如林的美术生态大环境里，浙江画院30年间名家辈出，如徐
启雄、曾宓、徐英槐、姜宝林、何水法、孙永、池沙鸿、张伟民等，而
通过展览，更让我们看到了浙江画院中青年画师的传承发展。

在全国范围内的各省市画院，都有着各自的艺术主张和代表人物，
可谓传承有序。浙江画院早年在陆俨少这面艺术大旗的指引下，在30年
的发展过程中，培养出来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在全国美术界形成
了独特的影响。而今，孙永院长继续保留着老一辈艺术家对画院的感情
和奉献精神，让老一辈的画院画师继续留在画院，为画院新一代的年轻
人做好“传、帮、带”的工作。

“美为真的写意精神”是中国绘画的最高境界，而浙江无疑更是一片
崇尚写意精神的艺术沃土，其写意精神的实践与理论的锤炼，在全国美
术的大格局中不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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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风翻夕浪，舟雪洒寒灯 陆俨少

日前，书法家董凤树“翰墨情”
文化传承年学生书画展在北京国子监
彝伦堂举行，在京书画界知名人士及
董凤树书法艺术班弟子近 200人参加。
本次活动中还举行了义拍，董凤树 11
位弟子创作的 22幅书画作品义拍后的
部分所得，现场捐赠给了河北省第三
十八中学书法特长班。

（魏建玲）

藏头诗：
中华五千年，
国风一脉传。
梦景今朝绘，
圆在复兴天。

曹亚军作

书画展举行义拍

踪迹大化
——回顾傅抱石艺术

杨 子

王维《渭城曲》诗意图 傅抱石潇潇暮雨 傅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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