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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得东君意借得东君意 山茶淡淡开山茶淡淡开
——赏读陈奕纯新作《鸣春》 □□林伟光林伟光

陈奕纯的画作，每每会给我带来艺术
的惊喜。他的创作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
由自己深刻的人生体验而来，故有崭新的
意蕴，也有着独特的思考，具有十分感人的
艺术魅力。

2020年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此
时，赏读陈奕纯新作《鸣春》，就仿佛嗅到了
一股新鲜的芬芳，虽带着淡淡的苦涩，可是
它新鲜，郁郁中蕴有饱满和蓬勃的生
机——希望永在。不屈的力量透过画面，正
深深地感染我们。在沉郁的时候，我们更需
要精神的鼓舞，需要一种力量的支持。所
以，此画就显得特别有意义。它让我眼前一
亮，盎然的春色，绿光跳荡着，满满的绿意
的生机寄寓了一份激越，一种不愿低头的
坚毅。面对自然的灾难，人类很渺小，好像
是力不从心的；可是，渺小的人们也蕴有巨
大的刚强，终将会战胜貌似强大的灾难。我
想，这或者就是此画感动我们的艺术力量。

陈奕纯是一个有独立思想、不同凡俗
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从来不是单纯考虑
艺术而已的，当然，其作品所表现的一流
的艺术水平是不需我赘言的。但是，其众
多作品之所以能抵达更深远的意境，乃是
由于展现了他悲悯而博大的情怀。陈奕
纯从不把自己置于事外，而是感同身受，
深刻地关注社会、关心民瘼，以悲悯的眼
光观照着大千世界，他笔下的风华充满着
真挚的力量。

花草不是无情物，悲悯的艺术家总是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笔下的花鸟从
来就是别有意蕴的。以山茶花入画，或者
是因为我的孤陋，是很少见到的，而白色山
茶花因不能增添画面的光彩，似乎入画更
少了。可是，在陈奕纯笔下却别饶风华、高
雅深致。在满铺着的盈盈的绿光上，这朵
朵洁白的花是璀璨夺目的。不错，它是幽
静的，也是优雅的，从容和淡定中有一种安

详的宁静。于此非常时刻，宁静与安详，尤
其感动人们。

清代诗人刘灏有咏山茶花诗曰：凌寒
强比松筠秀，吐艳空惊岁月非。冰雪纷纭
真性在，根株老大众园稀。或者，这正是山
茶花特殊的风华之美。山茶花的香气并不
浓郁，是淡淡的、带着一丝苦涩的味道，也
许并不讨人喜欢。花有甜香的、有浓香的，
有的还香得媚俗，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强分
高下。强分高下，乃是庸人自扰，干花底事
乎？不过，我个人似乎更喜欢素淡，有些苦
涩味道的山茶花能够让我沉静。这也是我
喜欢陈奕纯这幅《鸣春》的私心。

我见过陈奕纯不少画作，山水、人物、
花鸟，他都有力作。而花在他笔下也画过
好多种，如雍容的牡丹、高贵的芍药、清洁
的玉兰、淡远的荷花等等，都有殊胜，都很
出彩。因为他内心不存其高下之念，画时
都倾注进自己强烈的感情。这回他以白色

山茶花入画，当然更是别有寄意。在这个
不寻常的春天，人们的心情很像山茶花的
香气，是苦涩的、沉郁的，可是表现出来的
踔厉风姿，却也像山茶花，是如此高洁、如
此伟岸。陈奕纯的敬慕之情，都深深地蕴藏
在他对山茶花那充满感情的描写之中。这
些白色山茶花犹如美丽的逆行者，像抗疫
抗灾的英雄，也体现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
的精神。艺术从来不止于诠释，更是形象的
表现，这种曲笔之美，才是它摇曳多姿的魅
力。因此，这幅《鸣春》意蕴丰赡、意象饱满，
更具有让人神往的艺术和思想境界。我们
为什么更喜欢欣赏艺术，就因为它能够感
动我们，而且超越时空，历久而不衰。

如此多的洁白的山茶花，呈现在满满
当当的绿色世界里，这是很难处理好的，如
果没有艺术匠心，是很容易失败的。因此，
创作的过程容不得半点马虎。我知道，陈
奕纯是倾注了全力，在看似不经意与信手
拈来的从容中，他耗费了大量的心血。画
面中的绿叶好像是背景，这背景是活色生
香的舞台，簇新生鲜，错落有致。那些洁白
的山茶花则是粉墨登场的演员，婀娜多姿，
各展风采，曲尽其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
两朵相同的花，这里要能够体贴入微、敏锐
观察、款款通情，方能出色表现。这些花
中有盛放的、半开的、雍容的，也有高洁
的、风情万种的、楚楚动人的。于是，犹抱
琵琶半遮面的，这是娇羞的少女，有怀春的
情怀；在一角静静地开放的，又有淡泊自持
的优雅……

而画中相对而鸣的两只鸟，却灵动有
趣，为画面增色不少，似乎颇能画龙点睛。
记得知堂老人有妙文专说鸟鸣春的，他说：

“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
的谈笑罢。”然而，陈奕纯此作，却显然并不
局限于鸟鸣春而已，灿烂绽放的白色山茶
花，漫然无边盈盈的绿色世界，都在表现着
鸣春之意象。在这里，有声的和无声的，如
此生动鲜亮的颜色和满目饶然的生意，都
使宇宙处处饱含着希望的欢欣。因此，赏
读着陈奕纯的画作，我们既获得了艺术的
酣畅淋漓，更获得了满满的积极的正能量。

已故工笔花鸟画家马志华，字润培，北京
人。她师从于非闇和赵梦朱两位大师。1937
年入故宫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院任研究员，专
事古代名画临摹研究。1942年毕业于京华美
术学院。她曾与俞致贞、田世光、姜燕、刘继瑛
等诸多书画名家结为丹青挚友，1943年在北京
中山公园举办画展，有不少嘉宾前来观摩并题
名。上世纪40年代，她与俞致贞齐名，蜚声京
华艺苑，但50年代以后却长期搁笔，远离画坛，
不涉丹青，一直从事聋哑人教育工作。1988年
逝世后，她留下不足百幅遗作，受到诸多书画大
家和文学名家的赞赏，纷纷为之题跋。吴作人
曾为马志华《四季花卉图》长卷题引首“淡锦长
秀”四个篆字，并识之：“马志华乃京畿工笔花卉
前辈，得见遗作画卷，景清妍绝”。启功、刘凌
沧、董寿平、周怀民、欧阳中石、秦岭云、沈鹏等
也纷纷为其作品题跋。

马志华既精于尺幅，又能驾驭巨幅长卷。
她的作品题材广泛，绮丽多姿，纯净新鲜。除偶
涉人物、小动物外，花鸟虫鱼，无所不包，应有尽
有。各色动植物在她的笔下意味润泽，圣境天
香，气韵勃发，墨彩粲然。马志华的花鸟画在继
承传统笔墨方面功力深厚，远追宋元大家，近承
恽南田、蒋廷锡、邹一桂诸家，充溢着冲淡而隽
永的韵味，达到一种简朴素净的美的境界。马
志华的作品虽具有典雅、端庄、凝重、华美、婉约
等种种格调，但工笔中彰显写意精神，才是她作
品的明显特色。她始终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
去雕饰”般朴素、淡雅的美，可见她对庄子美学
思想的倾心。欣赏她的作品，从工笔的装饰美
中透出空灵静寂的淡雅美感，从工笔的妍绝中
显露景清的意境，从工笔的柔媚纤丽细腻中生
发出自然飘逸的真正的自我，淡泊而宁静，如一
弯浅月，缓缓地流淌于生命的岁月中。正所谓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梅花不分南北，但它却更鲜明地代表了北方的气候特
征、生态地理、人文情怀与地域性格。画家鲁秋的风格画

“冰雪梅花”近年来引起了不小反响，他也因此走进了评论
者的审美视野。在他寥寥几笔的勾勒与涂染中，梅花不再
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还成为画家宣泄内心积郁之
情感、奔涌之才情的重要意象。托物言志、借物抒情，梅花
的具体物象和精神特质也许就是画家自己生存状态、创作
意识与心灵世界的呈现与彰显，是他对宏观世界的微妙感
知和察觉、对朴素事物的思考与延伸、对绘画艺术新的体
悟和再造。冰雪梅花在纸面上的投影，是这个时代人文精
神的集中折射。

“温热而清荡的火焰”，是我对外表儒雅、内心狂热的
鲁秋的形容。他的绘画和他的为人本色就像倔强、遗世独
立的梅花一样，具有普遍的感染力。出生于齐鲁大地的鲁
秋有着典型的孔孟之乡的蕴蓄，有着北方生活经历的他性
格中的果断、勇敢，就像梅花愈是寒冷、愈是风欺雪压，开
得愈精神、愈秀气。内敛中有着一种内在的骨气，这也是他
绘画的精神支撑。

鲁秋画梅，寓意颇多。梅花集高洁、秀雅、坚毅于一身，
色、香、韵、姿俱佳。古往今来，不少画家与梅花结下了不解
之缘，或绘之以画，或寄之以情。从生活中来，在对具体梅
花的观摩与对视后产生了一种意象上的“梅花”，并融合进
绘画技法与色彩的现代元素，加入自我的审美认知和生活
情趣，渗透自己的思考和探险，就形成了鲁秋笔下的冰雪
梅花。

中国文人雅士画梅者自古有之。但在我的涉猎和阅读
视野里，鲁秋的冰雪梅花是独具一格的，从其创作的笔墨
技法、谋局构图、色彩形式、精神架构和内蕴旨趣上都有别
于他人。我喜欢把鲁秋的冰雪梅花定义为和平时代的精神
名片、地域文化的集中反映。观赏他的梅花作品，我们眼前
浮现出的不是“扬州八怪”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也非生
命的孤标与倔强，那是一种盛世富贵的投影、一种体现和
平年代的诗画生活，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和向往。

我喜欢“扬州八怪”中李方膺的梅，以瘦硬见称，老干新
枝，苍劲矫健，纵横跌宕，不守矩，意在青藤白阳之间；也喜
欢汪士慎画梅之繁花密枝，高翔之疏朗秀逸有别、自成一
体。汪士慎的梅花多从写生中来，以密蕊繁枝见称，清淡秀

雅，秀雅苍润，自成格局。金农的故乡杭州钱塘西溪，野梅花
像棘草一样繁茂生长，溪边的农人常把野梅编成篱笆，就是
一道自然的屏障了，梅花开时可谓风光无限。因此，金农的
梅花以此古香满幅的画面，抒发傲视高标的精神，表达洁身
自好的态度。而在鲁秋心中，梅花已非一般的花木，而是令
其神魂颠倒、可与之直接对话沟通情感的知音。

鲁秋的冰雪梅花区别于传统梅花的首先是象征精神。
传统梅花注重写意和抒情，借助寥寥几笔的笔墨点染，抒
发画家骨血里的不羁和生活中的清逸。鲁秋的冰雪梅花强
调梅花的泛文化和包容性，借助梅花本身的精神寓意衬托
宏观的生存图景和微观的个体心灵。他笔下的梅花不再是

“触目横斜千万树，赏心只有三五朵”的寡淡表达，而是“千
树万树梨花开”的大众愉悦感，折射的是一种内心的品格
和绘画精神的传播。

鲁秋的冰雪梅花在色彩和笔墨上也是大胆运用。融于
西方油画的光感和色彩，运用几何图形的构局和设计，使传
统技法和笔墨文化与西方绘画的象征主义、写实主义相碰

撞，让观赏者在强大的视觉冲击力
基础上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质感、一
丝浪漫温馨的光华。红与白色彩的
结合，其本身就是天地精神和骨血
意识的交融。这让我们的观赏思绪
回荡在历史深处和现实表面，形成
一种断裂下的消解、重组后的升腾。

此外，鲁秋的冰雪梅花绘画主
旨更为明朗。梅花是北方的特有形
式，其傲雪绝忍的性格与冲寂自妍、
不求识赏的孤清集中反映了北方人
的豪情与狂放。鲁秋冰雪梅花中的

“红”使地域文化更加丰富和宽泛，
是孤寒中的温暖，具有鲜活的艺术
点缀之意。在传统的梅花中，我们往

往感受到的是古代隐士的品格，是士大夫的传统文化性
格，而鲁秋的冰雪梅花带给我们的妖艳色彩是一种探索，
一种艺术语言和形式的冒险。

鲁秋的冰雪梅花还是他个人品格的写照。自古梅花以
清癯见长，象征隐逸淡泊、坚贞自守。那倜傥超拔的形象，
使人们带着无限企慕的心情，以一往情深的想象，盼望与
梅花来一场身心相契的欢晤：“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
美人来。”梅花的冷香色，含蕴着道德精神与人格操守的价
值，因而深为人们所珍视。鲁秋的冰雪梅花正是“暴露”了
他的性格特征：内心的炽热、情感的奔放，注重洒脱，活得
认真、率性而为，紧跟时代步伐，不甘人后却自我调节的乐
观情怀。

冰雪梅花与其说是画家“器”的体现，不如说是画家对
“道”的寄托。鲁秋笔下的冰雪梅花不只是表象对客观景物
的描绘，更是他主观精神世界的载体，当主观意识以传统
的笔墨、独特的方式体现在作品中，其艺术价值和精神意
蕴就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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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题马志华作品 刘海粟题马志华作品

包藏在冷静下的热切包藏在冷静下的热切
——论画家鲁秋的冰雪梅花 □董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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