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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传统于胸臆 融理想于笔端
——文化艺术界专家学者谈大土三阳的山水画创作

大土三阳（李孝回、晓辉），字承德，号大土

三阳。中国山水画家，1955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兴

市，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并获得艺术专业学士、硕

士学位。现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研究

员，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景德镇陶瓷学院设计学院等客座教授。

龚心瀚（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

大土三阳先生的山水画，代表了当代中国山水画的
至高境界，他的作品有着强大的震撼力，这主要在于其深
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他深入传统、学习传
统、理解传统，把传统的精华要素融入自己的创新之中，但
又不拘泥于传统。大土三阳先生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自己
的艺术理想和追求，他把自己对自然、对社会、对生活、对
人生乃至对艺术的理解全都融合在自己的笔墨表现之中，
画山之魂、水之灵，写树之韵、雪之魄，状物写神，抒情达
性，笔墨酣畅，气韵动人。大土三阳先生为时代、也为我们
创作了许多的精品。
王文章（文化部原副部长）：

大土三阳对中国山水画传统的坚持，是不囿于传统
而有创新，从他的山水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注重对当
代审美趋向的把握和新的一些元素的吸收，他的山水画

作品秀润奇逸，得自然造化之神元之气。
刘大为（中国美协主席）：

大土三阳的作品代表了当今中国山水画发展的高水
平，他的山水是对传统的研究、学习、临摹，还有个人
创造性地去继承，很有成就。在用笔用墨、画面的整体
结构、气韵的表达上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他对传
统的笔墨有系统的研究，并且提出自己的“笔墨五韵”
的观点，这在他的个人展览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笔墨气
韵的表达、线条的多种变化、生动气韵的处理都有相当
的高度，所以说非常成功。
杨晓阳（国家画院院长）：

我认为大土三阳先生是一位很有实力的中青年画
家。他继承了宋元以来文人画的传统，尤其是山水画的
造型比较写实，有很强的造型能力、写实能力、观察能
力，如果不是来自生活、不是长期的对山水画所表现的
对象进行写生，他现在画中间的所有的东西就不会那么
具体、那么生动。在笔墨方面他没有墨守宋人方面的那
种单薄，他结合了元、明、清以后的轻松，他结合宋画
的严谨和明清画家对笔墨多方面的拓展，在他的作品当
中都有体现。

另外，他在这样一个年龄，诗文、笔墨、造型、章
法各个方面都比较充实，各个方面都有支撑，所以我觉
得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画家，而且还有潜力可挖。
田黎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院长）：

大土三阳是一位学者型山水画家，他的诗文学养与
笔墨文化融为一体，历经数年，在传统文化、传统画
论、传统笔墨中下苦功夫，以一个山水画家对文化与生
命的感悟与体验传承着中国画的笔墨精神。孔子言：“温
柔敦厚，诗教也。”大土三阳先生正是下功夫体验着儒家
文化这一重要理念，以敦厚的文化感知对宋、元、明山
水笔墨进行了艰辛的求索，先后总结出笔墨五韵之理，
即神韵、气韵、线韵、点韵、墨韵，以此深化了对中国
画笔墨境界的人文体验，也使我们看到大土三阳一批立
足传统、恪守笔墨出新的山水画精品力作。大土三阳山
水画有三厚，即线浑厚，点浑厚，铸成了造型与笔墨之
浑厚。由此，大土三阳每一幅作品传达着笔墨所营造的
审美之境。大土三阳对宋、元、明绘画研究至深，也体
悟极深，他在传承宋元山水风骨中形成了由古化新的笔
墨语境。如古树以干皴、湿皴、意写等用笔，润泽而高
古，如岩石、松树、雪山之写，将点化为浑然之象，似
土石、似枝叶、似山谷、似水泻而高妙等。这里呈现大
土三阳对传统笔墨以文化性的继承而使笔墨真切，气韵
自然，达到了平淡的意境而出于凝重的笔墨之美，形成
了苍浑朴拙的笔墨心境、高古出新的人文心象。大土三
阳的山水画以中国哲学、美学的人文学养体验于敦厚之
象，时代气象，人文学者之理念和山水文化之情怀。他
以笔墨的心性实现传统出新的笔墨语境，并一以贯之地
追寻着中国画至善至美的精神家园。
薛永年（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

大土三阳的山水画，偏重于自然美。在诗意的大自然
里面，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
的精神放到大自然里面去，人的精神在大自然里边栖
居，在大自然里边自由地游弋、驰骋。他的画减弱了一
些写实性，也减弱了一些写生性。平添了意向性、理想
性，表现了画家自己主观感受的诗意的自然美。是大自
然的生机和活力，是画家融入大自然里面去的灿烂和充
沛，和自由的精神。正因为这样，他不仅从清代的个性
派的石涛这些人、上追至明代的沈周……更多的还是宋
元。元代像王蒙这种细腻的东西对他影响比较明显，宋
代像李成，对他影响也比较大。就是把像石涛、石溪这
些人的因素和宋元的因素结合起来，把石涛、石溪的笔
墨和宋元的丘壑统一起来。所以，他不光重视笔墨，也
重视镜像。特别是画树，我觉得他非常下功夫，把树刻
画得非常具体。

大土三阳的特点就是在回归传统中想办法出新，在
传统里边是把清代个性派的石涛的画风往上追，追宋元
的传统，这样就是既有潇洒丰富的笔墨，又有了对象的
形和丘壑，大土三阳画的树都很具体跟别人不同，主要
还是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关系偏重在精神的和谐
的诗意的起居，而不是革命的胜地，改造山河的成果那
一类，他的画更具有稳定性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这是跟
传统的山水画表现，比如可居、可游密切相依的，再一
个，就是他在回归传统里面来谋求出新，而且不停留在
当下，这是他另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他借鉴石涛、石
溪，而取法宋元往上追，学习传统更多的东西，所以有
了笔墨还有了形象。

大土三阳的画泼辣而浑厚，潇洒又苍雄、放纵，但
是有秩序。

孙克（中国美协中国画学会副主席、秘书长）：

看到大土三阳的画，有一种兴奋。就是觉得我们中
国传统的艺术非常深厚，中国画的前途、中国画的魅力非
常大。在他的艺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非常勤奋，
非常善于学习，也非常善于思索。大土三阳的“以古为新”，
通过吸取古人的东西，来创造一个新的境界。把我们的传
统艺术发扬光大，他通过多年来不断地学习探索，然后在
此基础上融合提高。作品非常深厚，非常丰富，艺术表现上
的丘壑、山川、笔墨各方面都有特点，都有很强烈的震撼性
的力量，细细去看，又能看到很多古人的传统的因素。大土
三阳的山水画，已经脱离了传统文人画的简单、简约、用笔草
草，他追求一种深厚、茂密。这里又有石涛，又有王蒙的影子，
尤其是他的树法、石法很深入，画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功夫。所
谓“山川浑厚，草木华滋”，他的画里头很动人的地方就在这
里。大土三阳先生在整个画的丘壑处理上，也下了很大的功
夫。他的每幅画都不一样，这种追求，我觉得以后中国画的发
展肯定要沿着这种路子去走。贴近现实、贴近自然，把自
然的丘壑的东西运用在心里头，结合到自己的笔墨、自己
的艺术风格中来，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大土三阳在中国
传统文化的肩膀上，在古代巨人的肩膀上，朝前、往上攀登。
给我们的中国画带来一种新的气象、新的面目。
唐勇力（中央美院中国画学院院长）：

大土三阳对传统的研究和认识下的功夫很大，而且
在宋元绘画的研究上所下的功夫、研究的时间、各方面
的探索等，比一般人都要深透。可以说，他对传统笔墨
的理解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有自己的特点。他能够在研
究古人山水画的基础上，又揉进了自己的一些笔墨体
会，是当代山水画家值得敬佩的一个行为。大土三阳的
山水画，画得既有古意，又有笔墨气韵的生动性，从绘
画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迈出了自己的一步，他是积累
而成。大土三阳的山水画值得研究观赏和学习。

尚辉（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

《美术》杂志执行主编）：

大土三阳的山水画也始于对石涛的研习，既崇尚他
“搜尽奇峰打草稿”追求自然本源的精神，也追随他纵横驰
骋、狂放不羁、以我为主的创造精神。在一个相当长的时
期，他对于笔墨的理解与参悟大都来自于石涛，并习得苦
瓜和尚纵横挥扫、落拓不羁、秀润而又苍茫的笔墨个性。

大土三阳的整体画风以湿笔为主，湿笔之中显现枯
淡、苍辣、浑茫，其本身就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这
也正是他山水画的出新之处。树木的表现是大土三阳近
年的主攻对象，当代山水画几乎没有一家可以用中国画
笔墨表现树木丛林那种郁然深秀的蓬勃生机，大土三阳
于此用功最甚，收获最丰。

大土三阳曾为自己的中国画总结出“五韵”，即神
韵、气韵、线韵、点韵、墨韵。虽然这“五韵”并没有
完全脱离传统中国画论的审美要义，但他以“韵”对于
“神”“气”“线”“点”“墨”的描述与统筹，恰恰表明他
以湿笔求“韵”的个性特征。他的出新就在于通过湿笔
将北宋山水的气象和黄公望、王叔明枯淡与繁复的皴理
融会为他自己的面目，以此求得郁勃深秀、古淡浑穆、
静雅苍茫的境界。大土三阳以他的山水画创作向我们揭
示的，正是山水画还可以返归传统文化的脉息并从中国
文化自身的体系向前推进的中国画发展模式。他的这种
对于传统中国画笔意墨蕴的参悟与把握，也让我们看到
了什么是中国画的写意精神。
刘龙庭（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

大土三阳在中国山水画的创作上，正在阔步前进。
大土三阳在绘画的用笔上，对宋元绘画进行了很多的研
究。尤其树的表现，沿袭了郭熙、李成的风范，从大土
三阳的画里同时也看到了明清的石涛、石溪的优长。我
们看到了一片生机，叫“烟云缭绕”。这是过去一直提倡
的，画面上有一种生命力。他是一片生机，不是那种荒
山野水、死气沉沉的。他的画充满了动感和生命力，我
相信大土三阳这样对中国画探讨下去，大有裨益。
刘万鸣（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副院长）：

中国画最主要的就是笔法的运用，这一点大土三阳先
生做得非常到位，他的作品画面非常生动。我们看他的作
品，无论是一个点，还是一根线，无论是细腻度还是概括
度，都是非常注重书法用笔，通过用笔传达他画中的“韵”，
这一点是我们画家应该学习和传承的。第二点，大土三阳
先生特别注重材料的运用，因为材料的运用应该是画家终
生研究的事。第三点，大土三阳先生的学养非常深厚，诗词
文赋均达到相当高的造诣，他特别注重画学画论的深入研
究，注重笔墨形态结构的风格立论、作品的格调境界定位，
这些都是我们当代画家要学习的。

阳明秀色清雾中

燕山秋色

“大匠之道—大土三阳中国山水画精品展”3月18日在北京华夏珍宝博物馆隆重举行，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杨晓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院长田黎明，以及美术界孙克、尚辉、刘龙庭、刘万鸣等出席了开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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