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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月出岭光入扉 180cm伊143cm 2011年

张荣东

李晓松，1968年出生于山东淄博。中国艺术研究院
创作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戏曲学院传媒教育学院客座
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相继就读于北京画院王
文芳艺术工作室、中国国家画院龙瑞艺术工作室等。

作品曾获首届“全国山水画展”铜奖，加拿大首届
“‘枫叶奖’国际水墨大展”优秀奖，“建国五十周年全国
山水画展”优秀奖，首届“中国‘金彩奖’”提名奖，文化部
第八届、第十三届全国“群星奖”铜奖、银奖等。作品入选
第八届全国美展，第二届中国画展，第二届中国山水油
画风景对比展，纪念孔子诞辰 255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
展等，入编《今日中国美术》。

主要个人画集有《中国美术家———李晓松山水画
集》、《当代著名画家技法经典———李晓松之古风今雨》、
《水墨平台》、《美图生活》、《中国画收藏文献———李晓松
卷》、《当代逸品十家———李晓松卷》、《当代实力派画家
李晓松山水画集》、《古风今雨———李晓松山水画集》、
《心灵的图式———李晓松山水画集》等。

李晓松的山水画中，有一种暮色之
秋凉。

他常在山中画茅屋三二间，有智者
观山悟道，此实为精神之自况。身居深
山，则常见烟霞弥漫，泉咽危石，松影映
日，如此情境，心何所依，唯在山更深处。

欲知山水之乐，非先历红尘、阅尽
沧桑者而不能为，人最初发源于山水之
间，唯有回归本真，复归自然，方能寄寓
情怀，获得心灵的真正和谐与宁静。人
行走于江湖，江湖快意的光影随时光流
逝逐渐黯淡，而山水依旧，生生不息，令
人睹之顿生敬畏。山水之中有“道”之精
神，山水图像实为世界之本质图像。所
以能写山水者，先得有清凉的山水之
心，有自然之敬畏，后须有人生之积淀，
可于山水中寄寓身心，重构山水之精神
内涵。自然，笔墨情趣与学养累积也是
进入此境的前提。

晓松为得山水之道者，他在出道之
初就被誉为山水天才，惟其天性与山水
境界天然相契，可以洞悉山水之神秘幽

微之处。寻常者见山是山，不知山之深
层意味，山水无言，唯有灵性者可与之
精神交流，沟通对话，氤氲合一。山水知
音自能闻山水间耳不可闻之天籁之音，
自能见目不可见之奇崛图像，浑然忘
我，心游白云飘渺间。

晓松为人真诚，多年前，我与晓松
在淄博相识，如今相见，还是那个率真
随性的李晓松。我们虽然各自都已经离
开原来的位置，进入新的江湖，但却没
有丝毫的陌生感。和晓松很少有电话联
系，可谓淡如清水，我们都有些怀念李
杜时代的文人之交，骑着毛驴，跋涉千
里，方得一见，此后一别，即是关山万
里，唯有文字可以连接那些绵长的山水
路途。画山水者首先须是个真人，惟其
人真，方能知山水之真。

晓松嘱我为他的画写几句，我以
为，中国画的根本追求，是造就一个人
精神的高度升华与完善，人格达到了
“至善”，精神复归于自然，则画反倒在
其次。况且，有了这样的境界，则笔下不
会有俗、匠之气，自然会有空明澄澈的
画境。

晓松的山水画，笔致精妙而画境浑
厚，典雅脱俗。山、水、云、树木、流泉、房
舍皆统一在一种秋凉的氛围之中，近山
深邃，远山苍茫，画面寓杂多于统一，精
微处笔意繁复，宏阔处烟云纵横，实为
胸有丘壑之作。近年来晓松在笔墨上益
趋精妙，画面更有一种飘渺、圆融之气，
这是晓松创作心态走向坚定的标志。虽
然我也偶尔怀念晓松早年画中那种直
觉式的精神呈现，而今日的建构，是画
家走向深厚、走向宏阔的必由之路，这
种建构不仅包含着笔墨的锤炼、山水精
神的养成，还包含着学养的累积、人生
体验的积淀与生命的沉思。

好的艺术都是对遮蔽世界的揭示，
绘画所绘也是目所不能见之物，它理应
是人与自然交流的精神结晶。当心灵的
图像呈现于宣纸，就意味着山水的精神
历史被改写，画家不仅净化、重塑了心
灵，且创造、揭示了一个新的山水世界。
在飘零秋叶的脉络中，在普通山石的纹
理间，都蕴藏着一个世界，我们面对它
们，如同谛听众神的歌吟，如同面对自
己幽暗、深邃的内心。

当李晓松走进山水之间，就已经注
定了这种发现、对话、凝视的宿命。

暮色凝远山，实在是远行者常见的
图景，这是一个绵延着传统，令人心境
清凉、充满人生感喟的诗性氛围，在当
代山水画中，李晓松揭示并创造的，正
是这种可贵的图景。面对近乎永恒的山
水状态，或独立山谷，观日月之行，或醉
舟江上，不知今夕何夕，人生如此，不亦
快哉！汉魏仗剑观海的英雄，大唐骑马
远行的少年，宋代携驴望山的高士，皆
迷醉于这同一的情境。能用手中的画笔
消解时空的迷幻，与古人对话，与山水
呼吸、律动，也就不枉此一生。

夜读《水浒》，看到鲁智深大闹桃花
村一节，看到老鲁独行山林间，其境如
幻还真，不禁心旌动摇，大觉神往：“又
赶了三二十里田地，过了一条板桥，远
远地望见一簇红霞，树木丛中，闪着一
所庄院。庄后重重叠叠，都是乱山。”我
们都是独行者，可见晚霞，可望乱山，如
遇路人，老鲁之辈皆是兄弟，何问手中
是禅杖还是毛笔，前方路途正远，尽管
赶路便是。

暮色凝远山：
李晓松山水艺术印象

团扇（一）30cm 2011年 团扇（二）30cm 2011年

短梦惊回 183cm伊48cm 2011年

山光弄烟翠 100cm伊250cm 2011年

家住苕溪 136cm伊68cm 2011年 云去云来岭上峰 168cm伊36cm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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