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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家园 笔墨人生
王健林

20世纪以来中国画艺术思潮波澜起伏，颇值得
我们深入学习与研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后，虽
有一些文化界先驱大力提倡以西画的写实方法改造
国画，以促进国画的革新，并得到不少负笈海外学习
绘画的学子们的拥护，但传统文人画的文脉仍连绵
不绝。陈师曾为文人画所作的辩护文字，影响深远。
1949 年之前，传统文人画与“中西融合”型的国画两
种格体并存，后者在舆论上略占优势。待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后，传统文人画的艺术主张屡遭批判，以
西补中的派别占有主流与正统地位。这种局面之所
以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假如说“外师造化，中
得心源”是体现了国画传统的话，那么清代中期之后
文人画末流陈陈相因风气无疑背离了这种精神。从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始，许多艺术家包括徐悲鸿、赵望
云等大力提倡国画写生，以矫正末流文人画只师古
人表皮而忘却传统文化精神，忘却师物、师心给国画
创作造成的偏差。写生，是“师物”的重要手段，在国
画传统中并不陌生，只是国画主张的写生重在作者
对客观物象的观察与体会，而不是像西画那样对物
对景的直接描写。引进西画写生法，无疑促进了国画
内容与形式的变革。在山水画领域，李可染的理论与
实践产生的影响尤为突出。不过，写生法本身并不能
挽救国画衰败的趋势，只有师造化与师古人、师心结
合起来，才是引向国画向前拓展的正道。后来者学习
李可染者多偏重于他的写生主张，忘记了他“以最大
功力打进去”研究古人的艰苦实践以及用心领悟自
然的艺术修养。这是李可染之后山水画创作出现的
新问题，也是山水画艺术要深入弘扬传统文化精神
绕不开的问题。

龙瑞师承李可染步入山水画坛，他懂得写生的重
要性，也掌握了很好的造型技巧。在上世纪 80年代中
期创新思潮的推动下，他用构成法创作的山水画，反
映了努力摆脱写生山水图式、大胆探索新法的尝试，
作品得到人们的认可与积极评价。但从上世纪 90 年
代初开始，他的艺术创作却逐渐发生变化，其动因是
受当时文化界“复归传统”大思潮的影响。在这一思
潮中，承继和发扬文人画传统笔墨精神的黄宾虹，理
所当然地受到美术评论界和山水画界的特别关注。
龙瑞山水画创作的转型正是从学习和研究黄宾虹的
艺术理论与实践开始的。他深入探究笔墨的内在精
神，领会传统文人画的真谛，尤其对山水画“游于艺”
的审美理想颇有感悟。他的山水画从笔墨到图式，全
面向黄式画风复归，在题材、立意、构思和笔墨语言
上，更为自由、随意和率性，其旨意是他自己一再表
述的“贴近文脉，正本清源”。所谓文脉，我理解为是
传统山水画的写意精神；所谓正本清源，即用传统山
水画“以心观物”取代“以物观物”的方法。

由于龙瑞的理论主张与艺术实践对国画界流行
的山水画创作模式提出了挑战，又由于他身居中国
国家画院院长职务的关系，他的画风影响大江南北，
一时间在全国形成被称为“黄宾虹笔墨热”的风气。
不用说，在龙瑞画风追随者当中，并非所有人真正理
解龙瑞艺术主张的真谛。对龙瑞画风的转型和领风
气之先的行为，画界至今褒贬不一，这是正常现象，
反映了我国画界活跃的学术氛围。就我个人浅薄认
识，这一风气的出现，有其内在原因和理由，即出于
山水画变革过程中的内在需要，是对 20 世纪 50年代
以来山水画过分强调师物，忽视师古人和师心造成
缺失的反拨，也是中国画张扬笔墨语言，走向随心、
随性，达到自由表现的必经之道。就此而言，龙瑞的
作用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忽视，并且应该给予积极评
价的。在人们书写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国画思潮变迁
史时，龙瑞的作用会被书写于史册的。

龙瑞坦诚，他的山水画探索步伐仍在进行之中。
他懂得，要在黄宾虹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有新的拓展，
并非易事，需要花大力气。从我和他的接触之中，发
现他正在通过读书、思考修炼自己的内功，不断变革
和完善自己的绘画实践。我们期待他在艺术上取得
更大的成就，期待他为传统山水画精神的发扬光大作
出更重要的贡献！

（邵大箴，当代中国著名美术理论家）

龙瑞，1946 年生，
笔名大龙，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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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2001 年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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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长。现为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国家画
院名誉院长、中国美
术家协会理事、中国
画艺术委员会副主
任、文化部德艺双馨
艺术家、国家一级美
术师、博士生导师、中
央文史馆馆员。

龙瑞简历

龙瑞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山水画
的研究和创作，以其鲜明的艺术立场、
融贯古今的艺术实践和浑圆苍润、气
韵淳厚的山水画风赢得了社会的广泛
赞誉，已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当代中国
山水画的领军人物。他走遍祖国的大
江南北，期间又远涉重洋写生和采风。
从龙瑞先生的山水画中，我们不难见
到宋人的沉雄、元人的超逸和黄宾虹
的浑然无尽，然而，这一切又在龙瑞恣
意的笔性中，生成当代山水画汇古融
今、文脉徊承的笔墨意境。他不仅实践
着李可染先生“为祖国山河立传”的谆
谆教导，也呼应了黄宾虹先生“中华大
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的感慨。
“贴近文脉，正本清源”是龙瑞对当

代中国画发展前景提出的理论思考。
龙瑞的中国画已不是简单地再现山川
之美，而是演绎了人对社会、对自然的
认识，他不仅用笔墨展现了自然天地
的外在美，更是确立了中国人自己的
“精神家园”———重视文化本体建构的
“精神家园”才是艺术的精髓。其本质在
于表达人与自然精神的高度和谐统
一，并从中追寻美的踪迹，创造人们精
神栖息的家园。

龙瑞从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岗位上
卸任后，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艺
术创作中。几年来，他的山水大作更有着
明显的回归传统、高扬传统从而超越传
统的特征。这些作品不仅幅面巨大、气势

雄伟，而且笔力雄强、墨彩华滋、一气浑
成，洋溢着高昂的时代精神，观之令人振
奋。龙瑞的作品显示了他作为当代中国
画家思想开阔、气势宏大的精神特征。

万达集团长期扶持和倡导高雅文
化，把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视为己任。
作为当代有思想和有影响力的山水画
大家龙瑞，其山水作品体现了我们泱
泱大国传统而又现代的艺术精神和人

文精神。传播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作
品、推介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正是我
们企业的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
（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共十七大代表、全国政协常
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华慈善总会荣
誉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
会副会长。大连万达集团于 2011年 4月
在中国美术馆承办龙瑞画展。）

邵大箴

———龙瑞山水画的审美追求

以心观物游于艺

阿尔卑斯山秋色 248cm伊124cm 2007年比利时之秋 182cm伊69cm 2010年

美国峡谷印象 144cm伊183cm 2010年

小楼一夜听春雨 124cm伊124cm 2009年
永远的香格里拉 239cm伊122cm 2010年

黔东南山色 136cm伊68cm 2010年

此去黄山第几峰 124cm伊124cm 2009年

溪山会友图 136cm伊68cm 2006年

雨后叠彩山
144cm伊368cm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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