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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王涛兄。听说他在皖南建了一座古色古香、
清幽宁静的宅邸画室，到访过的朋友讲给我的时候蛮羡慕
的。王涛兄成了隐者。去年，安徽省中国画学会成立，我
去合肥祝贺时见到了担任名誉会长的王涛，今年潍坊中国
画节又和他相聚。眼前的王涛兄，还是那样的爽朗、热
情、厚实。虽然已入古稀之年，身板硬朗，和我们比明显
年轻得多。

结识王涛已近三十年，上世纪80年代的我们都还年
轻，美术界的活动只要一声招呼就兴致勃勃的聚在一起。
王涛兄从来是画家中脾气最好、笑得最开心的一个，他有
一幅低沉宽厚的嗓音，唱起《三套车》这样的俄罗斯民
歌，那才叫一个“婉转低回，余音绕梁”。在画家圈里，王
涛是一位很有亲和力的人，胸襟开阔，性格和蔼，外圆内
方。如今讲起来，像王涛这样的画家，论资格、讲成就堪
称前辈，早已蜚声中外名满画坛，可是他似乎对于名利并
不很热衷，这些年来却到皖南一隅过起名士逍遥的日子来。

比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一个像王涛兄这样的画家，是
要有些时间过程和下点功夫的，记得以前大家聚在一起高
高兴兴的，就感到这个人好性格，和他开开玩笑也不恼，
友情虽深，毕竟了解较浅。只是隔了多年，经历了多少寒
暑炎凉，再见到王涛兄的时候，他脸上的笑容还是那样纯
真，他的声音还是一片赤诚深入我的心底。

对于每一位成功的画家来讲，总归有其独特的成长环
境和心路历程，既决定了他们在艺术的道路上走了多远攀
登了多高，更是一个时代影响并成就了他们，而他的成功
则影响他周边乃至更多的画家，一个时代的大师也就是这
样炼成的。我近来读到王涛兄有关的访问记、艺术评论文
章，尤其是他回忆青少年时期在芜湖一座古旧的大宅子的
生活。那是一座有多重庭院的老宅，住着多户人家。在我
的想象里“庭院深深深几许”，有些幽暗的老屋、青石板的
天井，淅沥的雨声，敲打着一个少年朦胧的人生之梦。美
术、音乐和文学哺育着少年王涛善感的心灵，上世纪50~60
年代流行于国内的19世纪俄罗斯文化，列夫?托尔斯泰、契
诃夫为代表的文学，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代表的巡回
展览派的绘画，柴可夫斯基和强力集团的音乐，那样一种
民主主义的人文关怀、深沉忧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精湛的
写实的表现技巧，给予我们那一代艺术的学子们真善美的
心灵浇灌，的确是无可否认的。然而，王涛和我们这一代
人的基因深处更有着民族文化的芽苗，当我们在饱尝艰辛的
生命过程里，它们会苏醒、伸张并顽强的成长。皖南地区地处
长江中下游，明清以来地方文化更为兴盛，文学方面有桐城
派的散文运动，绘画方面则有新安画派出现，影响巨大而深
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儒家道德文化积淀深厚，近代以来以
胡适为首的文化大家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

在王涛兄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肯定了早年通过素
描学习培育了造型力的作用。1977年为迎接建军五十周年
全国美展，年龄只有34岁，他在那年创作的人物画《最后
一碗炒面》，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仍然呈现出较高较成熟的
水平。主题与情节的处理恰到好处，深刻而感人。人物形
象、形体结构无可挑剔，说明作者在技术层面已经能够胜
任重大题材的挑战。而且笔墨也蛮熟练，虽然未脱60~70年
代浙派现实人物画的流行风格，对于一位刚出茅庐的新手
也是难能可贵了。20世纪学西方，中国人物画收获最大，
素描教学的系统训练对造型能力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有
些人认为学素描冲击了文人画尤其是传统人物画，显然是
偏激了。从清代改琦、费小楼的病态仕女形象，再到20世
纪徐悲鸿、蒋兆和之后的现代人物画，那样的巨大跨越是
无可否认的。王涛在1979年考入浙江美院（今中国美院）
中国画研究班，那是“文革”结束后面向社会公平考试招
收的一批研究生。和刘国辉、杜滋龄等同窗，至今他们都
成了当代人物画大家。在上一年的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招
收了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培养出刘大为、杨力舟、陈丹
青等，可谓人才济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个特殊的十
年，百业俱荒，青年才俊无以上进，但是也成了人才储
库，有理想的人经受了锻炼、体验了人生、读书学习，读
懂了社会历史这本大书，成为人生驿站里做好准备的候车
人，也终于挤上这等候已久的班车，成为同代人里的幸运
儿。包括王涛兄在内的这一批出色的人才，30多年来沐浴
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自觉的努力修为，积极的迎接挑
战，踏实的做人从艺，成为美术界的骨干力量。

了解王涛、重视王涛，看到他的艺术轨辙，感知他的

心路历程，进而思考当下中国画本体精神和画家的文化担
当。这或许是一道难题，因为对于人的理解从来不容易，
更何况是对于经常“神游八荒”的艺术家们？古人说，子
非鱼，焉知鱼之乐？王涛在皖南筑起令人羡慕的幽居，啜
清茗，寻微醺，弹古琴，品古诗，画古人，真有些仙风道
骨、遗世独立的味道。我听到不止一位到访过“寄醉园”
的朋友归来向我表达的艳羡之情，当然，他们随后回到自
己的画室忙自家的营生去了。古人说：人各有志。有人喜
欢清静，有人喜欢热闹。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兼有
儒家孔孟和道家老庄两种人生价值观的，“用之则行，舍之
则藏”就是普遍的处世之道，进而为儒家，退则为道家，
同样不失平衡。但是，在王涛兄退居皖南“寄醉园”的安
排上，并没有什么进退的纠结，我感到那是他人生文化心
态深藏的理想，就我所知的王涛兄一直是热爱生活，积极
处世，宽厚和善，也是一位会享受快乐的人，这从他早年
的广泛交游，多次参加全国美展，远赴欧美、日本、新加
坡等地讲学、开展览，多年来积极参加中国美协、中国画
艺委会、中国画学会的各项活动，他从来是一位活跃人
物，另一方面，王涛兄又令我感到他对于人生的目标价值
看得很透彻，感到他对名和利并不是那么汲汲以求，所以
他总是心态平衡行动从容。在艺术上王涛兄则富有激情，
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甚至有时显得不大“安分”：艺术视
野和心胸相当宽泛，既有扎实的写实造型功力，又深爱传
统文人绘画，曾经尝试吸收西方表现主义手法，可以说他
在艺术上相当大胆，不大守常规而求突破，但又有所控制
和分寸，不走极端，不钻牛角尖，这又是儒家“随心所欲
不逾矩”的文化高度。要我说，王涛兄的确是一位充满浪
漫精神的人，他的画是充满浪漫主义的、充满诗性的艺
术。他的艺术筑基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理想追求之上。
“多难兴邦”可以用来形容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人

物画的发展堪称一枝独秀，即源于此。英雄主义—理想主
义—崇高美学的主题、写实—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浪漫
主义蜕化为美化拔高，这几乎是多年来艺术创作的主要现
象。我在这里不想臧否历史，当画家们在历史的某个时段，创
作热情得到激发的时候，的确会创造出感人的经典之作，董
希文先生的《开国大典》的诞生就是如此。后来人时过境迁，
激情不再，没有了超越时代的天才画家，即使高价重赏，无奈
也仍然难以重现发自内心的激情和经典之作。

这些年来，我注意到王涛兄的画笔下，出现了很多古
人形象，那些伟大的诗人和经典的诗篇。读他的画集，仔
细的品味，开始对他有所理解。王涛兄从古人身上得到灵
感，可谓不断的“发思古之幽情”“以古人之醇醪，浇我胸
中之块垒”。他早年很有激情的创造了反映革命历史和现实
的人物画，如《最后一碗炒面》《迎春曲》等，也颇受好
评。但他似乎更热衷于历史古人的再现，当他感到拥有创
造灵感的自由的时候，他对于参展、获奖等这些大家都很
关心的事情，他看得很淡。在他担任画院院长期间，已经
在画古典人物的诗意图，我感到他是在释放内心深处的中
华文化赤子的情怀，一发而不可收。我设想，应该是皖南
这片积淀深厚的文化热土、是在徽派建筑的深宅大院那溶
溶的月色中，在左邻右舍传来的悠扬琴声和邻家兄长令他
羡慕的图画中，更是在一个青涩的少年的幻想中，深深的
沉积下来的理想和追求。王涛兄的少年青年时代就是在皖
南这块文化气息浓郁的地方度过的，也深深地影响一位画
家艺术气质的形成。

东方的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无论社会历史如何跌宕起
伏，诗歌这条大河从无间断的浩荡流淌。古老先民讴歌的
“诗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和各
时代无数伟大的诗人们不朽的章句，千百年来流淌在人们
的心头滋润着他们的灵魂。即使在沉沉的暗夜，我们都体
验过唐诗、宋词，包括李白的豪纵、杜诗的深沉、苏辛的
雄放、李清照的温婉，林林总总，如同无声的春雨浸润着
抚慰着我们干枯的心灵。由此，我开始理解王涛兄把他的
创作热情一股脑投入到诗情画意的作品里去的一些想法了。

人们常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确是一种高度。
但是，诗与画毕竟不是一回事。诗歌是语言文字艺术，相
对抽象，而绘画是造型笔墨艺术，相对具象，这是绘画的
特点，也有它的局限性。但是诗歌和中国画同样追求意境
的表达，又是它们的共性。王国维论词提倡“境界”说，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伟大
的诗人以其独特的心胸视野、炼就的千古名句，创造了令
后人动情的诗的境界——氛围，而画家则是通过有形的画
面和笔墨，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能引起观众产生视觉——
心灵的共鸣，这是我们常说的“意境”。一是诗一是画，表
达方式不同，但有共同美学追求。当画家通过古人和形象
的再创造，并且以诗境、诗句与画面的复合，包括画家笔
墨之美、书法之美、印章之美，这就是我理解的王涛艺术
高明之处，于是我突然想起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赋》

里的名句“四美
具，二难并”，
用到我这文章
里 ， 可 以 解 释
为 ：“ 四 美 具 ”
者，诗、书、画、
印也。“二难”者，
古人与王涛也。

王涛作为画家的
浪漫主义，是以大写意
的笔墨体现在画面的。
“写意”历来是中国画的精
芒，也是中国文化的美学核
心，诗就是写意追求的独特体
现，诗情、诗性、诗境、诗韵，始
终是中国画家们审美追求的圭臬。宋
元以后文人画的兴起也缘于此，文人画
家首先是文人，如果他是画家中的精英，腹
中无文腹中无诗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画家不一
定是诗人，尤其是今天的画家，因为今人分工细致，
所谓术业有专攻，让他们写旧体诗显然并非强项（当然也
有画家喜欢写诗,可当别论），我时常想，不要勉强今天的书
画家写“自作诗”，因为有号称善诗的画家之作，往往诗味
全无，勉强读来味同嚼蜡。倒不如读读古诗把画画好，更
能打动观众赏心悦目。观王涛兄之作，令人心潮澎湃者有
之，如刘邦的《鸿鹄歌》（2010），幅面巨大人物众多。《醉
八仙图》（2008）， 可称神融意畅、结构紧凑、笔法酣畅、
墨彩淋漓，格调很高。历史人物除了刘邦还有项羽，诗人
有曹孟德，更多的是李白的造像，李白诗人的狂放浪漫，
想象力的通天彻地，不朽诗句的撼动古今，似乎不断的推
动着王涛的艺术想象力创造力，《白发三千丈》（2008），
《李白送晁衡卿诗意》（2007），《江城如画里》（2007）等即
是。苏东坡诗意图也是他的最爱，《明月几时有》（2008），
《苏东坡诗意图》（2008），《大江东去》（2008）。王涛兄的
浪漫中有沉雄，《短歌行》（2007），《卧薪尝胆》（2007）。
还有柔情，《小红低唱》（2005），这是南宋姜夔的名句：
“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
首烟波十四桥”，真的令人回肠荡气。

王涛兄的创作激情如行云流水，收放自如，他画郑板
桥，也画庄周梦蝶，画明人小说的杜十娘的悲哀，也画范
进中举的疯癫。总之，王涛兄是无所拘执的，尽显中国文
人的本色。记得1962年我在李苦禅先生家的墙上，先生书
写的一副对联至今难忘：“画思当如天岸马，画家自居人中
龙”，那是老人家在难得的小春气候中抒发的豪气。我们应
该庆幸今天过上的自在舒心的生活。

文章写到这里意犹未尽，但是，文字的表达也是有其
局限的，况且对王涛艺术的理解尚在浅层，略抒我对其人
其艺的感想而已。更相信以王涛兄的成熟老到，攀登人生
艺术的更高巅峰，更是大家对他的信心和期待。

南宋梁楷的《泼墨仙人图》等作品，充分体现

中国画意象性审美意识，打破传统线型经典程式，

开创了独特的写意人物画艺术新图式新语言，在人

物画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然而，虽然梁楷的写意人物画为中国水墨人物画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开创了中国

绘画史上的新天地，但其泼墨人物画在宋以后到民国基本上没有新的发展。西方素描引

入中国画创作后，中国水墨人物画发展有了新的面貌，然而能解决笔墨写意性与素描准

确性打架的问题至今突出贡献者较少，但著名画家王涛无疑是卓有成就者之一。

王涛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在写意人物画方面做了深入研究与探索，取得了可喜

的成就。首先，他以深厚的传统国学底蕴与开阔的视野，精研中外美术史，从思想上

深刻认识到中国画与西画的区别，认识到中国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为他走上一条

正确探索道路奠定了基础。他虽受过严格的素描训练，但他只是汲取素描尤长提高了

造型能力，他更注重的是中国人物画写意精神的挖掘，又结合坚实的书法功底和超凡

的艺术天赋与现代理念，终于创造出了既有深厚传统，又具有当代性的独特个人风貌

人物画。

数十年里，王涛经历了重大历史变革时期，经受了封闭、贫穷和中西文化激烈交

锋碰撞而导致的思想混乱与精神迷茫，更见证经历了国门大开、大国崛起、日新月

异、激情万丈、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但这些没有使他迷失，反而丰富了他的人生阅

历，思想也更加深邃超然。更可贵的是生活中的感悟、体会得到了升华，转化为他艺术创

作的灵感与动力，并促使他把继承传统文化，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最终用于发展

民族艺术作为最大目标，兢兢业业，殚精竭虑，终获大成。

应该说王涛先生的精神、坚守、担当、探索与成功，在民族文化艺术复兴的时代

背景下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

——主持人：李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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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1943年生,安徽合肥人。原名王守信，号寄醉园主, 字

问溪亭茶客。1967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班。

198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1985年后出任

安徽省书画院院长，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

协会理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

画院艺委会委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现任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安徽省书画院名誉院

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授予有特殊贡献

的政府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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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这个人和他的绘画艺术，都是一见难忘的。
本世纪初，我们常去义乌，有缘相识相知。一

起出游过江南古镇、龙游石窟。他还两次造访我的
五峰山居，唱歌作画，通宵达旦，留下了许多美
谈，也留下了珍贵的水墨人物佳作，有出自他手笔
的，也有我斗胆与他合作的。时过境迁，如今这些
画作都已成为友谊的见证。

有人说，他身上有一股霸气。依我看，倒不如
说他的个性中有一种强悍和豪爽之气。总之，他是
一个有魅力的男人。

王涛一生与音乐相伴，爱歌如命。有一回， 我
们游览衢州烂柯山，上山时天已微黑，到了山顶天
已大黑。我们在苍茫的夜色中，细细观赏那盘镌刻
在山石地上的“残局”。深一脚浅一脚，我们摸黑下
山。晚餐后，夜已深，但王涛性情所至，一直放歌
至次日凌晨。尽管我是“歌盲”，一张口便走调，但
我爱听王涛富有磁性的动情歌声。他唱歌时，全身
心投入，用心、用情、用爱、用生命在吟在唱，声

情并茂，有一种强大的冲击力。听他唱，看他唱，
都是一种享受。玩了一天，又唱了半夜歌，原以为
早上他起不了床，谁知一大早他就将房门洞开，挥
毫作画，里外屋床上、地上铺满了大大小小的好多
幅《天下一盘棋》。

我发现了一大“秘密”，每次唱歌后，王涛都有
佳作问世。只要歌声不断，涛声永久，新作就会源
源问世。每次见王涛，总要调侃一句：“涛声依旧
呀!”

王涛出生在一座古老的大宅院中，他的居室是
一间陈旧的小阁楼，每天在窄窄长长的古巷中穿
行，读老书听古琴……从小便被浓浓的传统文化浸
淫着。大学读的是中国绘画，一直读到浙江美院研
究生卒业。他喜欢中式衣着，画室挂着从老宅拆卸
过来的旧木花窗，成年累月侍弄笔墨纸砚，传统文
化情结根深蒂固。但王涛的思想和理念都是很现代
的，他是一个从传统中出来的现代艺术家。

人物变形夸张而又真实，笔墨老到而又不拘

谨；背景大渲大染，泼彩泼墨，以烘托人物的丰富
而又深刻的内心世界，看似随意即兴，却又十分经
意精心。一言以蔽之，他的画是雅俗共赏的意象人
物。其中许多在历代和当代画家笔下屡见不鲜的人
物，诸如醉酒的李白、悲愤的杜甫、面壁的达摩、
怒沉宝箱的杜十娘、葬花的林黛玉，还有那些对弈
的高士，经他的生花妙笔便富有新的艺术生命，一
个个鲜活起来。他们不与别家人物雷同，都姓了
“王”，成为王家意象人物长廊中的一员。

综观当今中国画坛，人物画家林林总总，但有
个性堪称“大家”者并不多。无论从传统功底、学
识修养、思想理念，还是艺术创新来看，称之为意
象人物大家他是够格的。

眼下，王涛兄还是先经营好来之不易的“王家
店”——风格别具的这个现代水墨作坊吧。

侧耳细听，那作坊的主人一直哼唱着激情之
歌，日夜涛声依旧。从这里出来的水墨之作既传统
又时尚!

画思当如天岸马
——读王涛的大写意人物画

孙 克

意象人物画一大家
——王涛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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