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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磅礴的诗意笔墨
——何学斌和她的《大美山河》

□岳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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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谭

■赏 析

人民大会堂的黄河厅悬挂着一幅国画作品《大美山河》，这

是全国人大代表、知名国画家何学斌的最新力作。这幅取材于

四川光雾山的作品，大气磅礴、气韵生动，再现了一幅壮美宁静、

奇秀幽险的诗意山水画卷。

何学斌出生于四川眉山。四川人杰地灵，文脉悠长，三苏

故里孕奇蓄秀、人文厚重，青山秀水陶冶了她的灵性。在传统

文化的浸润中，她不仅擅长山水、花鸟、人物，也通工笔、写意、

重彩、水墨。其画作想象丰富、手法浪漫，在艺术自由的空间

里，笔墨随心，赋予了作品灵动的意象和诗意的表达，在点、

线、面的碰撞与融合中，把一位女性画家独特的诗意心境和磅

礴气象表露无遗。

笔墨当随时代，何学斌对山水画的创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

面向生活和自然，积极从艺术的角度反映现实，并在笔墨技法上

努力探寻新的手段，生动鲜明地表现新的题材和新的意境，给人

以新的美感享受。她认为，笔墨、造型仅仅是绘画的一部分，而

要达到创作思想的高度，就要从艺术家的阅历及画外之功得到

补充。她博阅群书，集众家之长，游历山川，体悟自然之韵。这

幅《大美山河》，就是何学斌在四川光雾山数次采风之后，历时两

月之余精心创作而成。

光雾山位于四川东北部，

地处川陕交界处，因常年云雾

缭绕而得名。光雾山源禀赋独

异，地质地貌奇特，生态类型多

样，文化底蕴丰厚。在《大美山

河》中，将光雾山奇特的岭脊峰

丛、神秘的龙架烟云、迷人的瀑

潭秀水、本璞的生态植被、秀丽

的奇峡幽谷等精心地进行布

局，巧妙地把写实与写意相结

合，追求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完

美统一，使整件作品显得壮博

浩大、气势恢宏。

中国山水画强调艺术家与

自然的亲密关系，通过对自然

景物的描绘，传达出对大自然

的感受、赞美和敬畏。何学斌

的作品意境深邃、内涵丰富，呈

现出静谧、恢宏的自然景象，给

人以超脱尘俗、追求内心宁静

的感受。同时，她善于捕捉自

然界的变化和气息，通过细腻

的笔触和独特的构图，使观者

仿佛置身于山水之中，折服于自然山水的神奇魅力。《大美山河》

在诗意的笔墨、富有层次的构图中，通过浓淡、干湿和笔触的粗

细来表现山水的质感和景物的远近关系，从而营造出画面的深

邃与神秘。将光雾山的云雾、峰丛、秋林、飞瀑、幽潭、古道等，布

施得重峦叠嶂、错落有度，呈现出气势磅礴、美妙神秘、充满艺术

情致的境界，完美地展示出光雾山金秋十月，万山红遍，层林尽

染的宏大诗意之美。

“纸小天地广，精思遐想多，大壑藏胸次，腕底自嵯峨”，这

是学者对何学斌作品的评价。她的山水画具有深厚的传统功

力和浓郁的个性色彩。透过《大美山河》我们也不难发现，何

学斌在笔墨和色彩的运用和把控上非常讲究，凝聚了她几十

年的艺术经验和对山水画的深入研究，融合了她个人情感与

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她的作品不仅仅

是画面的表现，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情感的传达。伫立在

她的作品前，我们可以通过诗意的笔墨，与作品共鸣，领略其

中蕴含的美学与哲思。《大美山河》让人折服于祖国壮美山河

的神奇魅力的同时，也在不自觉中，产生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

对大美巴中的无限向往。

近日，笔者翻阅了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

《魂系河山·衣惠春艺术集》，饱览了精彩速写、山水杰

作、大家题词、名家评论，感到由衷赞叹。画面上，巍巍

名山、泱泱大川，密密丛林、隐隐楼阁、浩浩江涛、清清山

泉……一幅幅气象万千的美景，构成了画家绵长壮观的

艺术画廊。

衣惠春祖籍山东蓬莱，1940年生于辽宁丹东。早年

毕业于师范艺术专科，后进入中国画研究院深造，曾师从

国画大师何海霞研修山水画。曾任辽宁国画院副院长

等。40多年来，他临摹历代名作，潜心感悟艺术真谛，虚

心求教耆宿名师，不断吸纳他人长处，使画艺不断提高。

他不辞艰辛，八登泰山，八上黄山，饱览奇山秀水，积累数

千写生画稿，既磨炼毅力，又陶冶性格。在不少用心血凝

成的山水佳作中，体现了时代的风貌、蓬勃的生机，显示了

娴熟的笔墨、不凡的张力。

中国山水画历来以诗一样的意境寄托着人们对大自

然的情怀，使中国传统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师法自

然”“天人合一”的人文思想得到体现。山水画家衣惠春深

谙此理。他的许多作品多为大画、长

卷。尤其是一批浸染了中国文坛巨子

诗词歌赋的意境的作品中，可以清楚

地看到他的艺术特色。《大江东去》中

的群峰起伏、江水奔流，《滕王高阁图》

中的清丽色调与浩渺烟波，《天姥山梦

游图》中梦幻般的山与海，《春江花月

夜》中的“海上明月共潮生”等，都在不

同的立意中或泼墨泼彩，或轻描淡写，

或机理与笔墨同在，或青绿重色层层

晕染，使作品不凡的立意得到了艺术

的生动再现。

衣惠春师古不泥古，师造化又独

出心臆，对固守传统、陈陈相因他不赞

同，对粗率苍白的写意画风他不迎合，

在创作中始终坚持源于生活，高于生

活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力求每幅作

品都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佛国

仙境九华山》峰峦险峻、气势恢宏、瑰

丽神秘、大度不凡，是融汇了画家一

片深情和精湛功力的杰作，也是面貌

一新的青绿山水。此外，《峡江秋色

图》泼辣简约的金碧山水，《黄山图》

凄清空蒙的雪后奇峰，《岳阳楼大观

图》那逶迤连绵、沉雄肃穆的群山，浩

渺无际、白帆点点的碧水，都卓然不

群地表现出了山魂水魄。

衣惠春的作品之所以新意迭出，

首先在于扎实的素材积累，也就是“搜尽奇峰打草稿”。而

素材经过提炼、解构、打散、凝聚，达到“以心造境，以笔抒

情”的升华，也就比较从容地“为山水立传”了。在写实

与写意相得益彰的《武夷山图卷》《魂系黄河图卷》《圣地

井冈山图卷》等作品中，即使同为一座名山造像，构图与

手法也绝不相同。在峰峦的结体，山石的皱法上，衣惠

春也不拘成法，灵活多变，妙在自然。在敷色点染上，同

是“大胆铺排、小心收拾”，但他于细微之处也力求出新，

不与人雷同。在不少长卷上，他多有名山名篇的题记或

自拟的题记，在这方面，也能看出他对各种书体的娴熟把

握和诗词歌赋的深厚修养。

衣惠春在“艺为心声”中写道：“山的宽大胸怀，朴实品

格，不屈意志，无限活力都是我一生所敬仰，所追求，所讴

歌，所遵循的境界，大自然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春夏

秋冬、风霜雨雪所赋予人世间的阴柔之美和阳刚之气，是

我人生与艺术的理想王国。”这部大型画集，沿着画家矢志

不渝的求索之路，展现了其多姿多彩的艺术人生和出类拔

萃的卓越建树。

寄情山水 气象万千
□鹿耀世

春江花月夜 衣惠春 作

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美术创作、美术展

览、美术出版、美术传播、美术工作等，都是沿着

社会发展的步履而前行，有一定之规，却难以预

见。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上的一个全新的

时期，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因此，不时

的总结和审视，将有助于新时代的美术创作与美

术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就是

这个时代的国家方略，它指引着各行各业的人民

去辛勤工作，努力劳动，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

来，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家振兴和国家富强，更让

人民看到了美好未来的希望。如此巨大的社会

变化为美术创作提供了无数新的题材内容，而这

些新的题材内容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给中国美

术创作的整体以深刻影响。所以，70余年来就

有无数作品反映和表现了这个时代，成为与这个

时代的社会发展相应的历史画卷。

新中国70余年来的发展经历了不同时期，

而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发展目

标和努力方向，反映在美术创作中，就体现出了

鲜明的时代特点。从保家卫国、保卫和平，到恢

复生产、组织民生，不同历史时期的美术创作都

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中国的时代之“新”。

这是历经战争和动乱之后，人民对和平美好生活

的期盼。它们反映到美术创作中，从创作的组

织、发动到全体画家的参与，也都是因时而动。

可以说，如果没有几代美术家的努力，那么，新中

国美术创作可能还是停留在延续着过去的“为艺

术而艺术”的发展道路上。

面对新中国的时代变化和新中国的时代要

求，美术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对画家的思想改造——为艺术而艺术的

思想退隐其次，为社会而艺术、为国家而艺术、为

人民而艺术，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因此，在这一

时期中，不管是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

还是反映现实生活多样化的时代内容，都与过去

有着很大的不同。人民的苦难和不堪，变成了人

民的幸福和灿烂。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有的是

开拓性的，是全新的起步；有的是历史的延续，是

在改造中的发展。尽管它们有着各不相同的表

现，可相同的是表现出了时代所要求的各个方面

的阳光灿烂。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发展过程中，美

术创作表现的社会生活中的每一点，不仅仅是社

会政治，还有社会生活，包括人们的思想变化和

精神面貌的变化，都显现出了与过去的诸多不

同。而种种的不同，显而易见都是和过去的历史

相对应的。

在新中国的美术创作中，从农业、农村到工

厂、工矿，从基本建设到国家制造，从戍边到练

兵，每一点或每一方面所显现出来的，正如梁永

泰的版画《从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1954年）、

关山月的国画《新开发的公路》（1954年）、艾中

信的油画《通往乌鲁木齐》（1954年）等，表现的

都是史上未有的巨大变化和建设成就。还有像

表现三门峡水电站（宋文治，1960年）、万吨水压

机（谢之光，1961年）、南京长江大桥（吕斯百，

1971年）、高峡平湖（施江城、张军，2009年）等，

这些具有标志性的新中国的辉煌业绩，都极大鼓

舞和振奋了人民。这些历史性的内容记载了这

个时期中人民的愿望以及国家的进步，更重要的

是展现了人民的精神状态。如董希文的《春到西

藏》（1954 年）、关山月的《山村跃进图》（1958

年）、李硕卿的《移山填谷》（1958年）、李焕民的

《初踏黄金路》（1961年），它们所表现出的国家

和人民的时代精神与面貌，正是这个时期美术创

作的特点。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工业、交通、水利以及

基本建设的发展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

础。与时代的巨大变化相应的是，工农兵学商、农

林牧副渔各方面的内容也同时出现在这个时期的

美术创作之中。其内容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既有以大观大，也有以小观大；既有符合艺术

自身规律的，也有适应时尚社会要求的。而这个

时期的艺术语言、形式、风格等也与过去有所不

同，所谓的“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中成为一种努

力的方向。而作为追求，美术家们付出了艰苦的

劳动，他们努力探索，把那些过去认为不适合入画

的内容也表现得那么生动而又富有时代趣味。

基于全国美展的影响力，不同时期的全国美

展所产生的新题材和新创作，不仅通过全国性的

美术展览得到了肯定，也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

响。这一现时的导引促进了新中国美术创作中

反映“强国之路”这一时代主题的美术创作，而这

一时代的变化，通过层层传导、不断递进，加之美

术家们的不断努力，不断累积了新中国美术史上

的许多著名作品。这些作品不管是表现《开国大

典》（董希文）这样史诗般的鸿篇巨制，以及直到

21世纪的奥运会等重要内容；还是表现像《阿诗

玛》（黄永玉）那样的轻歌小调等，都是时代步履

中的一个又一个与时代相关的重要节点。显然，

这是在新中国新传统影响下的传承与发展，同时

也表现出了新的教育体制下的具体成果。

当我们今天把70余年来的这些表现强国之

路的作品串联到一起的时候，正如美术史的研究

会把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放在一个历史的脉

络中去考察，就能看到强国之路这一主题所表现

出来的新中国美术创作的巨大变化以及重大成

果。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时期，当回头来看这

些美术创作以及与之关联的一代又一代著名美

术家，看到他们曾经深入基层、上山下乡，跋山涉

水付出辛劳和汗水；看到他们在农村、工厂、部队

等感受新中国的时代变化，把自己的感悟变成创

作中精彩的亮点……我们不由得要感慨，是时代

造就了一代艺术家，一代艺术家也为这个时代增

添了光彩，而这些作品就是他们的辛劳、他们的

努力、他们的智慧的凝结。他们用作品成为这个

时代的讴歌者，用作品累积了新中国美术史的辉

煌。今天，当我们以美术史的眼光来环顾这一历

史的发展过程，人们同样可以看到，强国之路依

然是我们今天美术创作的重要内容。

在时代的发展中，国家的强大并非一蹴而就

的，这之中有几代人的心血和汗水，而美术创作

的历史发展同样如此。国家的强大需要一代又

一代人的努力，新时代的美术创作同样需要新一

代的不断接续。在21世纪的时代变化中，高科

技、数字化的发展引领了社会发展的新的方向，

大国制造、人民小康等同样蕴含了丰富的内容。

在这个新时代，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人与自然的关

系，而自然中的灾害、自然中的变化，以及所引发

的与人相关的社会生活的变迁和带来的社会问

题等，依然应当成为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创作内

容。艺术家依然需要关注社会、关注生活，依然

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开掘更多、更丰富

的时代主题。我们今天的美术创作仍要像老一

辈艺术家那样，成为时代的讴歌者，也依然需要

用自己的艺术去记录时代生活的变化，并用这些

表现时代的辉煌。

显然，基于延安以来的美术传统所形成的新

中国美术传统的历史发展，已为新时代的美术创

作立根铸魂。然而，新的时代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也影响了当代美术创作的品质，而这也多多少少

地关系着美术创作发展的方向。所以，今天的美

术创作在如此深厚的传统的基础上，更需要进行

历史性的总结，更需要认真对待这份遗产。从

1949年以来所创立的全国美展的传统，依然在

延续着它的发展方向，而我们的美术家，我们的

艺术观念，我们的美术出版、美术传播、美术教

育、美术工作等，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

与过去截然不同，但是，一个反映时代发展的主

旋律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中国特

色，这就是中国美术创作的基本要点。

因此，应该如何看待这70余年来的美术创

作？时代所累积的这些美术作品，有些已成为这

一时期美术创作中的经典之作，它们为今天诠释

新中国美术创作的传统，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经典

的个案。我们只有基于此进行总结，才能够获得

这一历史的经验；只有基于此进行总结，才能更

明了未来前进的方向。

把强国之路作为今天美术创作的重要内容
□陈履生

高峡平湖（中国画） 施江城 张 军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