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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艺之思与审美探寻游艺之思与审美探寻
————评宋力评宋力《《中国青绿山水艺术研究中国青绿山水艺术研究》》 □□刘佳帅刘佳帅

《中国青绿山水艺术研究》以青绿山水艺术研究的现状及

其趋势为主线，对青绿山水艺术的核心概念进行了诠释，全面

梳理了青绿山水艺术的生成原因及其发展脉络，对青绿山水

艺术的重要转折及其审美特点进行了学理性提炼，体现出历

史与逻辑相统一、宏观与具体相兼备的学术特点，为读者提供

了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易读且流畅的
中国青绿山水画简史

《中国青绿山水艺术研究》可以看作是一部易读且流畅的

中国青绿山水画简史。作者在著作中大体把中国青绿山水艺

术的发展分为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几大历史时期，全书虽然

篇幅不大，但对青绿山水艺术在这几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

及内在逻辑作了严谨的概括和梳理。

全书先从“中国青绿山水艺术的兴起”谈起，对青绿山水

艺术兴起的文化土壤、初始形态、魏晋青绿山水艺术的历史作

用进行了论述，从宏观层面对青绿山水艺术兴起的基本原因

作了明确的分析；然后谈到“中国青绿山水艺术的确立与兴

盛”，对青绿山水艺术的独立、盛唐精神下的时代品格、发展过

程中的语言突破进行了细致的阐述，概述了唐代青绿山水艺

术的历史地位；再到“中国青绿山水艺术的语言转换”，则较为

深入地剖析了宋代“格物”精神下的青绿山水艺术样貌、审美

渐变中的语言表达特征，勾勒了“唐宋之变”下的宋代青绿山

水艺术的革新与转变的特点；最后“中国青绿山水艺术的文人

化嬗变”，则对元明清时期中国青绿山水艺术的走向及多元趣

味进行了合理性分析。

从学术界的研究来看，这部著作的意义有两点，一是相对

于中国文人画研究、中国写意画研究的繁荣和丰富，中国青绿

山水艺术研究稍显薄弱，这一著作的出版对青绿山水艺术的

研究具有建设性的学术意义；二是当前的中国青绿山水艺术

研究多为专题研究或断代研究，系统梳理青绿山水艺术由古

至今发展脉络的成果偏少，而这一著作对青绿山水艺术的历史

性演变展开了简明论述，对青绿山水艺术的传播具有文化普及

性意义。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像常见的美术史研究那样，在

文中列举大量的古文献资料，增加阅读的难度和门槛。因此，该

书不仅适合美术史研究者，同样适合于众多美术爱好者。

游艺过程中积淀而成的画史思考

该书是作者在游艺过程中积淀而成的画史思考成果。宋

力教授首先是一位长期沉浸在青绿山水艺术创作中已然具有

独到见解的艺术家，其次才是一位扎根美术教育并进行美术

史研究的学者。作为艺术家，他对中国青绿山水艺术的认识，

必然是以一位艺术家的眼光加以审视和思考。因此，在这部著

作中，作者通过对青绿山水艺术的历史钩沉，对当代艺术创作

与青绿山水谱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思考，该书正是作者

在长期的阅读与思考、创作与实践过程中积淀而成的能够体

现个人艺术历程的著作。

历史节点的把握和流变过程的判定，往往能够反映出研

究者对某一事物形态在宏观历史时空中的认识，而认识的深

浅与否，则体现出研究者的研究功力和价值立场。在这部著作

中，作者把中国青绿山水艺术分为“兴起”“确立与兴盛”“语言

转换”和“文人化嬗变”四个阶段，反映了作者对中国青绿山水

艺术整体历史形态的认识。同时，作者把这四个阶段高度概括

为“从工笔到写意”的形式变迁、“从色彩到水墨”的语言过渡、

“从繁缛到冲融”的风格嬗变、“从画匠到文人”的身份超越，关

键词的提炼由外到内、由表及里，为读者从宏观角度把握青绿

山水的形态流变及审美体现提供了清晰的视角。

在青绿山水画史谱系中观照自我

《中国青绿山水艺术研究》是作者力图在青绿山水画史谱

系中定位艺术创作的时代特点。作者在完成学术研究状况评

述、历史发展脉络梳理、语言形态及审美特点概括的总体内容

之后，特意加入了“青绿山水创作随想”及游艺过程中锤炼而

成的多幅艺术作品，可以看到，作者这样安排的用意是深刻

的，是能够体现作者艺术才情的重要且有价值的部分。说其深

刻，是因为在面对古代具有深远影响的大师作品及画论时，后

来者往往没有足够的底气与古人的绘画成就展开对比和评

析。而作者在文章之后加入自己对青绿山水艺术创作的思考，

并用自己的多幅作品展现当代艺术家的审美，这是值得认可

且令人钦佩的。

全书把青绿山水艺术的“古”与“今”梳理得透彻且明晰，

不仅彰显出作者对青绿山水画史的熟谙掌握，更彰显出作者

对青绿山水画史的独到见解。如果对比当前艺术界重“技”轻

“道”、重形式探索而轻文化眼界的现象，作者能够在艺术创作

过程中同时注重艺术理论修养，并且能以严谨的态度和规范

把自身的思考转化成学术成果，这更让人敬佩不已。可以看

出，正是因为作者对青绿山水艺术发展谱系的清晰掌握，方才

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艺术创作环境与古代的不同，进而

更合理地定位艺术家立足当代应有的艺术面貌，以此呈现出

当代的艺术语言特点和审美价值追求。因此，《中国青绿山水

艺术研究》既饱含了作者对青绿山水艺术这一重要艺术品类

的深沉求思之情，更饱含着作者对青绿山水艺术的时代审美

价值的积极探寻。

增强具体案例探究
与当代问题评析

当然，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全面覆盖所有的问题，而所有的

问题也不可能通过一部著作都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就本书而

言，如果能够适当增加具体案例的深层探究和当代问题的评析

判断，无疑会进一步提升这部著作的学理性、丰富性和可读性。

具体案例的深层探究，是指对中国青绿山水画史上的典

型性案例进行深刻阐释和研究。典型性案例可以是具有承前

启后地位的画家，也可以是具有画史标杆意义的作品，甚至是

影响语言风格走向的时代风潮。当一部著作是以历史性的线

性时间线索对某一事物进行梳理和勾勒的时候，线性时间线

索在明确历史坐标和价值节点的同时，往往会遮蔽甚至忽略

多维空间线索对某一事物的建构作用。从这个角度分析，具体

案例的深层探究，能够弥补线性时间线索叙事带来的局限。中

国青绿山水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重要的艺术家及作

品，并面临过多次重要的时代风潮，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青绿

山水的语言风格及其画史价值。

时代问题的评判，是指在时空维度中对当代青绿山水艺

术创作的得与失进行评析与判断。青绿山水艺术跨越千年历

史，在不同时代面临着诸多复杂的时代课题，不同时代的审美

观念、社会结构、价值追求等因素都深刻地改写了青绿山水艺

术的形态及发展，形成了多重多样的面貌并流传到今天。当下

的特点与以往必然有明显的不同，很多当代艺术家也因其观

念和价值的不同，而创作出众多样貌不一的青绿山水作品。这

些作品构成了当代青绿山水艺术的总体样貌，而其中的得与

失，是每一位参与其中的艺术家及研究者需要严肃审视的重

要问题。

总体而言，我们不难预见，当有追求的艺术家在艺术创作道

路上不忘初心，通过问题意识和时空意识的自觉，在画史坐标

中定位当代艺术创作的语言特点和审美价值，那么，更多有质

量的研究成果将会接续面世，为读者带来更多的启示和品思。

2019年 3月，当我起意开始画第一幅取材中药材的油

画系列《深灵》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庚子年会发生那样一

场新冠肺炎疫情。我只是有感于自身个体的衰竭，而对于

那些氤氲在血脉深处的中药的呵护突然产生出别样的感

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这片大地上汲取的远远不止创

作的灵感，还有尊重。

我画的第一幅《深灵》是枸杞和黄精，它们是两味补身

健体、提高人类免疫力的中药宝贝。最后一幅《深灵》是

2019年的11月20日完成的，画的是欢乐饮——萱草花配玫

瑰花配炙甘草。整整30幅全部是帮助人类抗击各种疾病的

中草药。每一幅都是几味相适的中药材，它们是从中国历朝

名医的方子里选出来的，匹配组合在了一起，就产生了极为

奇妙的可以抵抗各种疾病的灵药。

我画过北沙参配当归和甘草——《深灵二》，它们可以

滋阴养血清热生津；我画过灵芝配夜交藤与合欢花——《深

灵三》，它们在一起可以养血解郁、宁心安神；我画过祛湿

气的黄连配豆蔻、通草和茯苓——《深灵十一》；也为自己

的颈椎病画过狗脊、威灵仙、土牛膝、葛根等——《深灵十

五》和《深灵十六》；2019年7月12日，我为纪念季羡林先

生画过荷花的高洁与挺拔，荷花一身都是宝，它的清明与祛

瘀作用，在中药材里也是一味独特的消暑除燥的良药。

而所有这一切关于中药的认知，都源自我的祖国千年来

对于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民的尊重，那么多国粹医典、通

识提挈，让中国人无论身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不会感到孤

单无助，因为有中药的呵护，再遥远的地方，也会在几味药

材里找到回家的路。

中国人世代相传的中医圣典——《黄帝内经》成书于

2000多年前的中国战国至秦汉时代。开篇就是岐伯对于上

古百岁之人的尊重：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

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

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从秦汉唐宋盛世一直到清朝末年，中医药的江湖从来没

有缺少过大家林立。伤寒学派的张仲景、成无己、庞安

时……河间学派的刘完素，易水学派的张元素、李杲、王

好古、罗天益，攻邪学派的张从正……这些贯穿于中华文

明千年之盛的中医大家，宗门衍立，精深气贯，开拓着中国

人对于生命的认识。

2019年8月31日，我开始画《深灵》致敬系列，我想

向东方中国的古今中医大师们致敬，

那些流传千年的医圣们——

扁鹊、华佗、张仲景、

皇甫谧、孙思邈、薛生白、

宋慈、李时珍、刘完素……那些在近当代被广为赞誉的名老

中医施今墨、蒲辅周……他们同从上古时代就氤氲、呵护

着黎民百姓的中医药，那些深埋在大地深处的灵药，就像

这片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浸润血脉的语言、诗歌、书画、陶

瓷、戏剧一样，早已成为护佑着这方水土的来自祖脉根邸

的良心。

我画的《深灵》，就是想致敬这份良心。

《深灵十七》是为致敬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画的。我画

了柴胡、生姜、人参、半夏、枳实、黄芩，当时我并不知

道，这些流传至今仍被广泛用于治外感宣肺的医方《大小柴

胡汤》中的几味药，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依然被

选用，并且给我的同胞带来了活下去的勇气。我相信在这场

疫情中，这些来自大地深处的灵性药材，一定会平衡人类的

生命状态，那些略带苦涩的味道会让一片喧嚣的浮华沉静下

来，让人们好好反思，到底是什么在阻挡人类文明前进的脚

步。浮华之后，玄冥幽微，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

常，以有五藏，人类，到底要怎么活？

画《深灵》的过程中，我总是想到人。人和万物一样，

是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才成为了今天这个样子。人的基因构造

是最了不起的大自然的杰作。

我在阅读古代中国文人作品的时候，经常会有清晰的感

同身受，这是不是就是千年人种基因的相似造成的结果。我

一直相信，人在生命的轮回中最终会回归到大地深处，和植

物、矿物、阳光、雨露、春生、夏绽、秋浓、冬藏交织在一

起，孕育出的果实，一定有着特殊的味道和功效，它们能帮

助新生的人类获得机体的强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不

是大自然在保护人这个物种的时候，特别赐予的力量？我不

得知，只是感觉，我在画《深灵》系列的时候，画出的是人

的希望。

2019年11月10日，我开始起意画《深灵二十七》，一

组抗击流感及肺炎的中药材。我并不知道，一个月后会暴发

一场可怕的疫情。

“为什么不结合着中医一起来治呢？”在中国几千年的历

史上，先后发生过300多次流行疫病，但因为有中医的有效

预防和治疗，都可以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的蔓

延。我甚至觉得自己在2019年整整一年画的30幅中药《深

灵》画作中已经把解药给画出来了。是的，我画的《深灵二

十七》，就是一组抗击流感和肺炎的中药材。那里面有金银

花、连翘、芥穗、浮萍、鲜芦根、薄荷、苏叶、炙甘草、炙

麻黄、紫苑、蔓荆子等。那些药材仅仅是可以抗击感冒和

肺炎的众多中药材中的区区11味，我的画也仅仅是起到让

世人关注并尊重这些有灵性的植物，以及中医圣贤们。

让我惊喜的是，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月27日公布了

抗“疫”的推荐中药方——“清肺排毒汤”，该方取自张仲景

的古方。经过几个月的试点证明，总有效率达到90%

以上。这个古方包含了麻黄、炙甘

草、杏仁、生石膏、桂枝、

泽泻、猪苓、白术、

茯苓、柴胡、黄岑、

姜半夏、生姜、

紫菀、冬花、射

干、细辛、山药、枳实、陈皮、藿香共计21味药，这些中

药材我已经在《深灵》系列里全部画过，如果这世间真有深

灵，那么它们一定是存在于漫漫岁月的往复深沉中，存在

于古往今来的先贤智明的求索跋涉中，存在于阳光中，存

在于我的脚下，这片浸润着古老寓言、神话、方言、俚

语、民俗、食杂、器形、匠心的东方传奇中。从这个意义来

讲，我画的深灵不仅仅是画的百余味中药材，更是绵延、悠

长、蓬勃而又热烈的中国。这个中国不仅有勤劳善良勇敢

的人民创造出来的无数智慧典籍，更有面对灾难时表现

出来的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和相濡以沫、共克时艰的敦敦

厚德，以及千年来对于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生生不息的人

民的尊重！

我画我画《《深灵深灵》，》，画的是一个古老中国的爱画的是一个古老中国的爱
□牟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