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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唐代鉴赏大家张彦远在其名作《历代名画记》中
提出，“夫画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在于立意而归乎
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大意是说：中国画最重要的是
风骨的内蕴体现，而内蕴是靠形似来体现的。这就需要作
者在创作之前须意在笔先，而最终以墨骨得以体现。所
以，善画的人一般都专于书法。传世最早的画作当属东晋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手卷，其数段之间都有书法相隔，
这些字体结体现精紧，气韵通畅，与王羲之的《乐毅论》
相近。北宋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瑞鹤图》和《腊梅
寒鹊图》中潇洒的“劲如切玉”的“瘦金书”中，就可知
作者画中线条之所以利落明晰、能达到传情达意的程度的
原因所在。赵孟頫、沈周、文征明、唐寅、董其昌无一不
是书法大家，又如近代海派从赵之谦的花卉发端，其不但
是书法名家，篆刻方面也堪称一代宗师。这在很大程度上
也说明，书画在用笔上的相通之处。所以，张彦远不厌其
烦地用大段的文字解说这一论调。

反过来，善于书法最终能以画名世的亦不在少数。如
元代画竹能手柯九思，其欧体字可以说形神兼备。近代海
派的领军人物吴昌硕，就是以他的“金石篆法”入画的。

延及南宋，赵孟頫着重提倡以书入画。赵氏这样说，
其用意在于强调，要提高绘画中线条的表现力，就要在书
法上多下功夫。又如折带皴的创立者倪云林、小斧劈能手
唐伯虎，后代于书画有大成者，无不是借书法的表现力而
有所创造。

以书入画是一个大课题。之所以说它大，是因为我们
作为艺术工作者，要勇于创新内容与形式，诚所谓“笔墨
当随时代”。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二王书风盛行之
际，书法家张旭光就提出了激活唐楷的号召。真正的以书
入画，我以为楷书则应集中于小楷的训练，以增强指力达
到细线条入纸而灵动的目的；然而要想在画面中出现高质
量的粗狂线条，则非篆隶而不能医其俗，其如龟如鳖的笔
法处处可体验屋漏痕、锥画沙的感觉，再杂以行草书的灵
动、单线条而论则可小成。其后再加入行草笔法的训练，
假以时日则可登堂入室矣。

行草则以《圣教序》为入门正途，继以二王手札起承
转合的灵动性训练，则线的质量自会体现百般韵味。记得
早期学画之初，老师曾严格要求学生每天画出一百张毛边
纸的纯线构成的方或圆形，书法虽说是我的童子功但也不
敢跳过这一环节。如前文所列古之书画贤人，及近代吴昌

硕、黄宾虹、齐白石、陆俨少、李可染等大师无一不是把
书法作为最重要的线条训练手段贯穿在每天的生活中去。
其间沉下心来不为外界所扰，亦是必要条件。

如我笔下的《初醒》，刻画出了那山中之王如梦方
醒，精神内敛，欲说还休的韵律，从神态上体现更多的是
人情味，而非百兽之王的威严与冷酷。而近年我所创作的
工笔画改用生宣，其笔墨的滋润、皮毛的蓬松质感，到背
景苍涩的枝叶，其表现效果是熟宣不可比的，但若没有深
厚的笔墨控制力，是很难把握的。
《游子》一图是9张特6尺整纸联缀成幅的2米高9米

长的通景大画，整幅作品由一支苍劲的树根贯穿左右，取
名游子配以草书文天祥的《正气歌》。而草书的“藏锋蕴
势”与画面内容的正锋线条形成鲜明的对比，圆活的线条
能较好地体现物象的质感，与主体的蜿蜒之势相得益彰。
因而从整体上看，粗中有细、细中有物、简约大气体现着
墨气的厚重与脉络的浑劲。
《旭日情怀》是用冷金卡纸创作，现代感较强的山水

画，以近似篆法的勾勒轮廓之后，用渴笔略加皴擦，再用
矿色如石青、朱砂和石绿分染、罩色，加上冷金纸的映
衬，通幅显得金碧辉煌。此“空勾赋色”是隋唐时期古拙
的画法，其间人物用很细的富有弹性的线条，与山体类似
篆书粗犷的线条形成鲜明的对比。体现其厚重的山体，远
近的空间感、前后的层次感，与亦真亦幻的华滋和灵秀。
从技法上分析，这与我的书法作品《岘山怀古》的笔法上
是相通的。此件书法作品一改常见的奔逸狂放，而表现以
沉稳与冷静，疾徐有度之间，体现的是儒家的温文尔雅。
古人所提倡的“文人气”更能形容此件书法作品的韵律。
而我的草书早期由祝、黄入手，上溯晋唐圣贤，加上
后来在北兰亭学习期间，更多的用心于二王及北碑，
因而线条克服了滑软之弊，苍涩之气由然而生，章法
构成上起承转合也颇合理，其间墨色由湿到枯再湿再
枯，笔锋由立到破到自然调锋。美的东西都是相通
的，就如一首动听的歌曲由长短、轻重、强弱的旋律
表现出由小弦切切如私语到大弦嘈嘈如急雨再到稳切
的起承转合，处处扣人心弦，让人陶醉、向往！

坚持以书入画、再以画引书这种创作理念的形成，与
我转益多师有很大关系，而且在诸多师从的过程中，始终
不忘临习碑帖以强其骨，研习诗书以赋其神，断除杂念以
养其气，静思悟动则气韵自出矣！

虎是威武雄强的象征，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甚至常与龙这一图腾崇拜形象相并列，因此人
们对画虎有了极高的艺术标准，也缘于此画虎成了一件难事。在当代中国画虎者甚众，而成
功者凤毛麟角。山开画虎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口气深入
研习十年之久，尽管已脱去俗气颇有影响却至今不肯出山，依然在上下古今地求索与孕化。
山开的虎我以为最真实地表现了他自己的追求与理想，浑重大气而线条细腻，浩然雄强而笔墨
精致，骨肉鲜活而气韵生动。巍巍乎一派担当之气，浩浩乎天地苍茫之独立。无往而不胜，给人以
真诚、成熟和自信的鼓舞。那幅“梦佛图”甚是令我感动，这百兽之王在佛的面前在善的面前定是
骨肉泄地了。而那原本凶猛的目光变得退让甚至交织着虔诚与自责，又似乎决心要改变些什么，
此画经过人的灵魂和人的笔墨艺术将兽性与佛性打通了，足见精神的力量、善的力量是如何强
大无边，而这一境界的表现就是山开那支书法的笔和书法的慧心创造的。

中国画是写出来的，山开的虎所以有笔墨的独立价值而气韵生动，感人至深，最重要的
一点源于他书法的高度，他自幼研习书法，又到书法教学历史最长最有成果的中国美术学院
学完了四年本科书法专业，比较系统地把握了书法文化与创作技法，多次在书法大展中展出
并获奖。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有专业水平的书家才可能成为一个专业水平的画家，因为书
法艺术更具有哲学层面的价值，历代中国画大家莫不如是。

山开对书法对中国画的规律是了然的，他说他的书法水平每提升一步画就跟着上一个层
次，所以他画虎十年至今不肯出山，又坚定地走进了北兰亭继续深研二王书法，仅此一点我似
乎看到了他内心的安静，这在浮躁的当下弥足珍贵，正如佛家所言：静能生慧。去年甘肃省美术
馆举办了“艺海真情之魏山开献爱心甘肃行——走进兰州书画展”活动，同时山开还向兰州市46
中学捐献了价值20万元的运动服运动鞋等物资。因为这一点，我更相信他在艺术成长的道路上
一定走的更远，因为高尚的人格、开阔的胸怀、平和的心态是走向大匠之门的先决条件！

魏山开，笔名岍公，斋号通图堂、开山小馆。1973年

出生于安徽芜湖，现居北京。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

系，师承贾诚隽、冯大中、范扬、张旭光。现为北京北兰

亭外联部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客座教授。

金台记：

黄宾虹言：“吾尝以山水作字，而以字作画。”他对中国文化理悟极深，直接承袭

历代文人画论，使其在艺术创作实践上达到了非常的高度。

中国画之书写性体现在两个层次，浅层次是在绘画中直接利用书法的表现原则，

强化“以书入画”，“画从书出”；而深层次体现是超越与仅在线画之表象去追求书法意

味的。两宋山水便是深层次体现书写性的典型范例，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艺术成

就与独特品格。

魏山开的作品是具有书写性的。他自幼练习书法，及至成年进入精研，其草书从

祝枝山、黄庭坚入手，后又重点研习二王及北碑，这使他具备了深厚的书法功底，形

成了大气磅礴、苍涩之气鲜明，又温婉内敛、刚柔相济的艺术特色。而他更是将深厚

的书法功力，运用于绘画，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他的作品展现出独具特色的书

写性。

魏山开做人是追求佛性的，而佛性也融入到了他的绘画之中。佛言：善根有二：

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

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

是佛性。魏山开有很好的文化和艺术修养，对诸多文化现象的看法和解读颇为深刻，

他以追求佛性来修身养性，其中之一的体现，就是他乐善好施。他希望通过自己艺术

水平的提高与价值体现，能够有机会更多地为助学及庙宇建设捐款捐画。

——主持人

十年画虎不出山
——观魏山开画虎

张旭光

书以立骨 墨彩全神
——兼论以书入画的主动意识

魏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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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李白诗《岘山怀古》 初醒

旭日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