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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是创作的基础，是收集创作素材的
重要方法。前辈画家告诫说，创作要“从古
人入，从造物出”，就强调了写生的重要
性。每当身临其境写生，无不感受自然之
美，激起创作欲望。如此创作出的作品，才
会充满自然生命的律动，给人以无穷的回
味。

据我自己花鸟画创作体验，不同创作阶
段，写生有不同要求。初始写生要做到极尽
其似，对细微末节琢磨透。譬如，四时花卉
每时每刻的变化和特征，要抓住最动人的部
分，把特点表现出来。写生须重视用线表
现，线条语言朴素单纯，自由多变，饱含情
感和神韵，并在使用上达到得心应手的地
步。

中国画写生讲究“默识心记，烂熟于
胸”，因此“默写”在中国画创作中十分重
要，有了默写的功夫，胸有成竹，酿成意
象，才能一挥而就。

随着创作的深入，写生进而要“移花接
木”，即有创意的写生。面对大自然中复杂的
花鸟草木形象要大胆取舍，提炼概括，把不
同场景、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写生素材，
挪用组合。我主张把创作目标提前到写生阶
段。诸如写生时对作品的立意、素材的组
合，画面的构成等都要关照。

更高的写生要求是，面对自然的景物触
发，做到“迁想妙得”“默契天真”，将自己
的情感、性灵融入物象，使自然之象升华为
艺术之象。

红蓼，虽然历代画家都有歌咏，但我想
把自己的感受不落俗套地表现出来。在画室
里，我反复探索，皆不满意。深秋一日，我
又到果园写生，偶然见到园中深处果树下，
几盆错落散放的花盆里生长着几株红蓼。它
们是那样悠然自得，花穗在秋风中摇摆，真
是美极了。我拿出画笔捕捉这真切的感受。
创作之中，我几易画稿，在色彩上大胆创
新，一改真实的红艳，施以墨彩，添以草
虫，更显秋日的生机，最后创作出 《素艳倍
清香》这幅作品。

《秋光先到农人家》这幅作品是我在尚志
写生创作的。写生正值秋日，树木色彩斑
斓，一捆捆收割后的稻谷立在田地里，一群
小鸡在稻田间奔跑嬉戏觅食。清澈的河流在
稻田间蜿蜒穿过，河中悠闲的小鸭时而爬到
田间……这就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画
卷。我拼命地在写生册上记录着。这时写生
的其实已不是客观生活的本身，它注入了我
的情感和对生活的诠释，已是一幅幅完整的
画面。

农家的房前屋后大多种有梨树，树干多
有大碗口粗，梨子结得很多，树下黄澄澄地
掉落了一层，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叽叽喳喳
的小鸟和农家的小鸡在晾晒稻谷的草席上打
斗争觅，篱笆短墙挂满豆荚垂瓜，可谓“无
处不是诗意，亦无处不是画意”。

我将这些田园风物组成草稿，不断推
敲，大约用大半年时间创作，虽是艰辛，但
能表现出这种五谷丰登、怡然自得的田园气
象，是莫大的快乐。

花鸟画向来注重写生。画家于自然中体
悟生命的鲜活状态和情感意趣，就会于平常
谐趣的题材中漾着生命的充盈和激动，观画
者自然能于画中感到时代生活的气息和生命
的脉动。

（作者为黑龙江省画院创研室主任、国家
一级美术师）

80 岁的画家袁运生似乎又站在了中
国艺术界争论的中心。上一次是在 1979
年，他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大型壁画 《泼
水节——生命的赞歌》，由于大胆绘入 3
个傣家女裸体洗浴的场景，成为当年美
术界乃至思想界广泛争论的话题。这一
次是近几年，他提出要重建中国高等美
术教育体系。

日前，“走向文明的自觉——袁运生
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回顾展出
袁运生自上世纪 60 年代至今创作的百余
画作，其中，大部分系首次公开亮相，
包括著名的“泼水节”壁画原稿。在展
览开幕式上，袁运生却不愿多谈绘画，

而“更想当一名宣传员”。
“一直以来，在艺术和艺术教

育上‘走中国之路’是我的梦想
和追求。”1982年，袁运生赴美国
讲学和访学，这一走就是 14 年。
这段时间，他经历了西方艺术转
型时期的思潮风雨，在中西艺术
碰撞中更加透彻地思考中国艺术
应有的文化取向，坚定了“走中
国之路”的信念。

在袁运生看来，在100多年的
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历程中，有100
年都在跟着西方走。他不认为这
是一种正常现象。“基础教育必须
回到以自己本土文化为根基的审
美上来，画西方石膏像的局面必
须改变。”1996年回国后，袁运生
每年带着学生到各地石窟博物馆
考察。他发现，中国古代造型艺
术是一个巨大的宝藏，青铜器、

石雕、壁画、书法，展示了中国造型艺
术的高度，其审美观、造型观在世界艺
术史上是独树一帜且自成系统的，完全
可以成为学习造型艺术的绝佳教材。

于是，袁运生提出了复制中国古代
雕刻、青铜器、壁画、书法，将其纳入
基础教育，从而逐步建构起“中国自己
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中国的资源是
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相提并论的。如果
我们培养的学子读不懂云冈、麦积山的
造像，读不懂敦煌的壁画，传承都不
到，何谈发展？哪来的文化自信？文化
自信来源于对本土文化的认知。有认知
才能认同。”

“鹤鸣中国梦”丁宝栋画展将办

4 月 15 日，“鹤鸣中国梦——丁宝栋中国画展”
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书画频道美术馆开幕。
仙鹤在中国文化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人们常把仙
鹤和挺拔苍劲的古松画在一起，作为益年长寿的象
征。丁宝栋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
师。他多年探索，以鹤交友，以鹤为伴，近距离地
接触它们，描写它们婀娜多姿的体态，记录他们多
思善感的神情，抓住真实的新鲜感受，一只只栩栩
如生的仙鹤跃然纸上。 （文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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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艺术的生命
——花鸟画写生谈

荆桂秋

和风丽日花争艳 荆桂秋

◎书在当代

立足经典 感悟日常
——普通人如何进入书法

傅振余

王献之《中秋帖》（东晋）（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普通人如何进入书法的问题，说浅了
是普通人如何学习书法艺术，说深了是如
何把普通人变为艺术家。

书法，可以说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艺
术。因为书法是基于汉字的艺术，说白了
就是怎么写好汉字的方法。但实用性的写
好和作为艺术表达的“好”并不完全一
致。书法作为艺术有客观的标准。因此，
学习、熟悉书法艺术标准就是普通人进入
书法艺术的必经之路，除此别无通途。

学会读帖，提高审美能力

做事首先要明确目标。在学习书法中一个重大的误区
是，一些人以为找到一本经典字帖就等于明确了目标，实
际上远不是这样。把经典看清楚、记到心里、成为自己手
摹心追的范本，才是明确目标。这种明确目标的过程称之
为“读帖”。

学习书法首先要学会读帖并养成读帖的习惯，提高自
身审美能力和对书法的理解。提高书法审美能力，需要多
看书法历史上的名作，多看高水平展览，耳濡目染，进行
比较分析。当下的社会条件更加便利，身处一线城市就更
为幸运了，可以经常到美术馆、博物馆欣赏原作。若是在
古代，只有王公贵族和大收藏家才有机会接触真迹。

艺术审美水平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对书法
这样形式元素比较单一抽象的艺术。对点画、空间、节
奏、气息的敏感，需要经过学习和训练才可以获得，而且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欧阳询尝行，见古碑，晋索靖所
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返，下马伫立，及
疲，乃布裘坐观，因宿其旁，三日方去。”苏轼 《苏轼全
集》中的这段话讲的是，以欧阳询的水平来欣赏索靖的书

作，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理解了。吴昌硕临摹《石鼓文》，
自称“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也是经过“如啖橄榄，时有余
味”式的逐步深入。当代书法名家欧阳中石读帖，就是把
字帖记到脑子里再写出来，而且必须记准确，否则写出来
只能是记忆错的内容，练得再多也是重复自己的错误。

从主流经典作品入手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积累了汉末以来书写经验、书写技
术和审美理想的结晶，代表了东晋以前书法发展的最高典
范。“二王”书风系统是 1000多年以来文人书法技法的经
验积累。后世的书风大多是在学习“二王”的过程中建立
的。进入书法应该从这些主流经典中学习和继承，而避免
学习那些风格个性强烈的书家，那样容易被风格的表象吸
引，而忽视了书法的用笔等根本技法形式。

赵孟頫在 《与王芝书》 中说：“近世又随俗皆好学颜
书，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
化，遂成一种臃肿多肉之疾，无药呵差，是皆慕名而不求
实。向使书学二王，忠节似颜，亦复何伤？吾每怀此意，
未尝以语不知者。流俗不察，便谓毁短颜鲁公，殊可发大
方一笑。”针对当时学习颜真卿书法的流俗，赵孟頫提出了
自己对书法入门途径的看法。他也认为，入门书法的范本
应该来自于“二王”等风格平和的经典作品。

中国现代书法教育奠基人沈尹默继承发挥了宋代赵孟
頫的观点，认为书法是运用毛笔的艺术，“因此，要论书
法，就必须先讲用笔……用笔须有法度，故第一论笔法。
笔法精通了，然后笔的运用才能自由……第二进而论笔
势。形势已得，必须进一步体会其神意，形神俱妙，才算
能尽笔墨的能事，故最后论笔意。”

沈尹默从毛笔的特性讲到中锋用笔，从人的手腕运动
的生理特点讲到中华文化传统经过千百年形成了对书法艺
术规律的有效探索和对书写规律的掌握。他认为在数千年
多种执笔方法中，“我只承认其中之一种是对的，因为它是
合理的，那即是由‘二王’（王羲之、王献之） 传下来，经

唐朝陆希声所阐明的：擫、压、钩、格、抵五字法。”这里
讲的“五字法”实际上是写毛笔字时手指的 5 个动作方
法，读者有兴趣可以找到沈尹默的原文仔细学习、研究。

体悟生活中的书法之美

学习任何艺术都有两方面内容，即前人对艺术规律的
研究认识和个人对生活的感悟。只学习古人，就只能学习
艺术的皮毛形式，没有个人的和时代的内容、热情；只重
视个人感受，就没有艺术的高度，很难登上艺术高峰。深
入书法艺术殿堂，必须是经典和生活并重。

要善于从生活中体悟书法的精神，师法造化，师法自
然。向造化学习，也就是寻求书法之理，就是所谓的“悟
道”。通过“悟道”，书法家可提高对自然、社会、人生的
事理的体悟，从现实生活中悟入书法，从书法中领悟做人
处事的道理。社会生活中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书法中也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在复杂的矛盾对立中
寻求统一。研究书法本身的特殊规律，同时也研究自然和
社会，二者互证互参，可以启发艺术想象力。

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悟得草书用笔的飞动之势；
于担夫与公主在羊肠小道上相遇只能闪避行进，悟得书法
中的进退参差有致、张弛迎让有情的结构原理；古人论书
有“万岁枯藤”“千里阵云”“惊蛇入草”“飞鸟入林”“折
钗股”“锥画沙”“屋漏痕”等。这些都是在生活中悟入书
法笔法的例子。

宋代的大书家米芾爱石成癖。外出时见到一块奇石，
他为之绕石三日，不忍离去。在江苏涟水为官时，常去盛
产奇石的安徽灵璧搜集奇石，还总结出“瘦、秀、皱、
透”的赏石标准。从他的书法作品中，似乎可以看到姿态
万千的奇石之势态。草书家马世晓曾谈起他年轻时学怀素
草书，因为怀素有观“夏云奇峰”之说，所以他也经常躺
在草地上琢磨天上飘来飘去的云彩，很受启发。在马世晓
的作品中，人们就能看到圆转流动的点画和空间，很有夏
日流云的趣味。

王羲之《兰亭集序》（唐冯承素摹本）（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袁运生：美术教育的中国路
赖 睿

始祖像 袁运生

天津博物馆原创展览 《清代前期绘画特
展》开展，共展出130余件套绘画精品，为观
众勾勒出这一时期绘画的基本特征与面貌。

展览依托天津博物馆馆藏资源，依照山
水、花鸟、人物 3 个单元组织展品。“山水
画”以画家群体和地域性绘画流派为线索陈
列，“四王吴恽”“四僧”“金陵画派”“新安
画派”及浙江地区画家等诸家的绘画得到较
为充分的展示。“花鸟画”单元重点展示八大
山人、石涛在写意花鸟画领域的探索，以及
恽寿平创新发展的没骨花卉画新体。“人物
画”突出清代前期宫廷画家、金陵与浙江地
区画家的创作概况，同时对遗民画家在人物
画取得的成就也有展示。

为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清代前期绘画艺
术，天津博物馆还向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
馆、南京博物院、首都博物馆、苏州博物
馆、天津市文物公司等商借绘画精品近 40
件，为展览增色不少。

闲敲棋子图 禹之鼎

清前期名作

集中亮相天津
周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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