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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延巳词曰：“泪眼间花花不言，乱红飞过秋千
去。”其言词形容和表达都是耐人久久寻味。花虽无言而
有态、有色，也有盛衰，花无言而人有感，尤其在画家
的眼中，花已不再是花，而是在感情的交融中绽开的一
朵新的花。

多才多艺的周午生学教于天津美术学院，在这个拥
有深厚花鸟绘画传统的美术学院里，周午生浸淫传统，
吸纳现当代绘画思潮，他用一颗纯真的心去感受自然，
保持着朴素的一面。阅历和知识并未使他的心灵蒙上世
故的色彩，他能够画出当代最美也是颇具原创性的花鸟
作品，无论是早期相当工整的重彩画风，还是诗意悠然
的工写并合，或者是笔法比较自
由的纸本水墨风格，再者即是淡
雅清丽的没骨花鸟。从早期到现
时一应俱全的花鸟作品无一不传
达出周午生深厚扎实的绘画功底
和颖悟的感受能力。前类作品风
格的背后都有宋元典范与之遥相
呼应。乍看之下，周午生似乎是
在重复某种已经司空见惯的创作
模式，但其结果却出人意料的改
变甚至是颠覆了这些旧有的模
式。在周午生的工笔绘画中，他
为观者提供了不再高大辉煌、不
再教义味浓厚的绘画风格，而是
突出了高雅细腻，出人意表并且
使人久观之后才会恍然大悟的愉
悦经验。

在周午生的《满园清》作品
中，所呼应的前人典范可追溯到
宋代中期，可以看为较为传统的精雕细琢之风。这可视
为观赏者的首要印象，但当观赏者进一步品味之后，则
会发现竹石的描绘与布局和整体景观构图之间拥有着一
种暖昧关系。这种暖昧关系可视为周午生在个人绘画风
格进程中不甚成熟的阶段，因为他始终在考虑当代工笔
花鸟绘画的特性应该是怎样的，也可将之视为画家对传
统的一道“讽喻”。

从画面的背后我们可以隐约感到周午生对当代环境
和传统花鸟之间的不和谐因素作出的个人调整。这种调
整在《月移香影》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明了，在图式上已
经具有了相当深刻的当代意识，周午生的绘画作风又向
前推进了一步。初看此幅作品仍是墨守成规，但细细看
来，周午生已是违背了中国绘画传统的不成文禁忌。他
将画面中彼此之间不甚和谐的因素放入了同一作品中，
在形式母题和初观经验上却蒙住了观者的双眼。这一点
让我们自然的想起明代画家陈洪绶。虽然是传统的画
风，完美的技法，周午生却将绘画拥有了一种构成意识
上的和谐之美。此种情况不仅仅是周午生在绘画上的一
种表现，他是在体验传统花鸟进入当代社会的不可不转
变性，并在体验中将自己的所得所感融进一花一草。

寻求画面的和谐之美，追求绘画的淡雅之美和清丽
之美，周午生为之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和努力。昆曲《游
园惊梦》中写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
井颓垣。”寥寥数字道出花开花落，道出了美好的短暂，
令人为之惋惜。周午生则从绘画中将这种“姹紫嫣红开
遍”的美好瞬间永远留在了画面之中。画家与花草也是
在经过邂逅几日，在折枝间徘徊几时之后，将这种盛观
定格，他重复了昔日之美好，锁定了人们对美转瞬而逝
的由衷惋叹。

如果说工笔花鸟只是周午生在传统绘画中的左右突
围，工写兼合也只是其中一种形式而已，那么周午生在
没骨花鸟作品中则将这“姹紫嫣红开遍”的盛观表达地
热切深入。婉转流丽的绘画作风凸显了周午生的留住永
恒之美的想法。但留住永恒之美谈何容易，画家需脱尽
纵横之气，直率天真，练达心境，方有出蓝之美。周午

生既有浑厚的传统功底和聪颖的感悟能力，使得他在走
进没骨花鸟的创作之中显得游刃有余，淡然出之，婉约
而不萎靡，自有南田雅气。他静静地赏析万象，任凭日
光在喧哗中流转，当拂面的微风缓缓吹来之时，他已不
禁沉缅于姹紫嫣红之中，午生淡然天真的心境在没骨花
鸟作品里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出来。他没有被桃红柳绿的
春华所迷惑，画中所生皆是一种透凉的清丽，即使有暖
意流出，那也是日光在枝头花间悄然移动，层层渲染，
凝汇成朦胧的意境，使观者沐浴在一种崭新的气氛中。
数片荷叶看得观者入神，荷叶在枯苇弱蓼中拥有了另一
种纯洁的性灵辉芒，凝神听之，似有船家清丽的女子在

低诉，而我们的观赏热情也在
周午生清淡的调子里交织升腾。

周午生在没骨花卉作品
里，用心灵接纳着美的空间，
花触动了画家心灵的美感，画
家又将这美感投射在作品里呈
献观者。

周午生从目光接触的物象
中发现了表层深处的内核之
美，随着认识的加深，薄薄纸
张和五色已经承受不起表达所
需，周午生只有最大限度地调
动纸张和色彩的性能，才能使
心中所悟有着一个完好的依附
和最为深刻的表达，画家每每
灵光闪现，含蓄隽永中又多出
一种人生感悟。从周午生的工
笔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对古法的
重视，亦如先贤恽南田对古人

古法的重视：作画须优入古人法度之中，纵横恣肆，方
能脱落时垢，洗发新趣也。从周午生的工兼写作品中，
又不难发现他在古法之中的左右突围和新意萌动，且能
自成一格，开辟奇境、创发丽思的心理动能。而他的没
骨花鸟作品则在运笔设色的源流上得南田滋养甚多，但个
人构思匠心的微妙则毕显无遗。画家的艺术创作灵感也在
宇宙美迹中、在自然真宰中被发掘出来，象外之意表达无
余，尽脱纵横之气，而不刻意求工求似，淡然处，周午生的
作品已与高逸之品的境界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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