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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容

难以忘记数年前那个孤独而凄美的秋天，那时我初到
美丽而幻梦的银川，在一间扁平昏暗的屋子里听着一首近
乎落泪的曲子《知音》，并初读了两位画家的画，一位是画马
的郭震乾，一位是我现在要谈的山水大家宋鸣。

当时，一种要书写他们的冲动在催促着我。
两年之后，我的笔天命般践行了这无期的约会。
宋先生的画有的清新明快，古朴厚重；有的简洁单纯、

雄健老辣，皆给人以美的启迪和一种清凉的感觉。它们让我
的眼睛欣喜着，并进入我心深处。毫不夸张地讲，宋先生的
画比我以前预想和耳闻的要更好，要更有融化人心的力量
和美。这是一种令人轻松的力量，它是和缓地进入我的视野
和精神世界的，使得我久久地耽于美的梦想之中。

像宋先生的画，完全有理由在全国引起经久不衰的轰
动和狂热。

为什么如此定论？因为他的画作有大根脉、大源泉，有
思想和内涵，有深厚的功力，有让你无法拒绝融化心肺的生
命和力量。这力量是柔软的、非暴力的，舒服自然的，就像符
合自然的循环往复的规律，就像石上淙鸣的甘流溪水，抑或
天籁之音。从他的画里我读出了音乐、诗歌、清风以及寺院
的钟声。

望着宋先生的画，有时我会禁不住叹惋，觉得世人赏画
多有一种酷似旅游一样，一目过之、到此一游的感觉，又有
几人心往神驻，细细读之呢？又有几人读懂了画里的意思？
又有几人懂得画家的心音啊！？我联想着孙学建的《知音》，
体味那陶笛里传出的玄丝，突然难言的怆然袭上心头。在如
此热闹、世俗、唯利是图的人间，一个心中只有艺术的贫者，
是多么的孤独和高贵。

热闹是今世者的热闹。
孤独是艺术永生的王者。
多几分清凉才具人文的真正情怀，宋先生的画不是那

种吵闹得异常红火的时尚品。他的画异常简洁、透亮，令人
在一种轻松和无有紧张与压迫中享受其淡淡的味道。会让
人觉得，无论多么落魄和贫困潦倒，那没有被世俗玷污的画
中的圣地永远不会叛你，不会抛下你绝别而去，不会因为你
地位的高下而厚此薄彼。从他的画里我总是能找到一种给
予我的养分，能读出一种宗教的情怀，一种道家的飘逸之
气，一种无拘无束放浪于天上人间天人合一的色彩，一种将
自己置身宇间的胸襟大气、无我与豁达。看他的画，人会产
生一种超然物外、遗忘烦恼、进入仙境的恍惚幻觉。在此值
得反复强调的是，他的画用笔少，惜墨如金，但功力深厚，古
风浓烈，水墨之特点始终忠实于中国山水之美学，其画风应
当说抓住了中国画里的精髓，做到了去伪存真，古为今用，
掌握了其灵魂之美和神韵。其实，中国画是很讲求法度、讲
求道、讲求自然、讲求逸气文气，崇尚超然与达观的，而这些

在宋先生的作品里都可找到。
从宋先生画里读出的宗教情怀，实质就是一股道风，一

股寺院气、香火气。我所讲他的画不累赘，譬如桥上的碎人，
没有鼻子，也没有眼睛，但却恰到好处，神性毕现，味道十
足。比如他有一幅拉马过河的画作，画中拉马人的姿势状
态，可看出并没在画中显现但却已绷得很紧的绳子。但若一
并连绳子也画出来，哪还有艺术可言？这就像画家画下浪尖
就是画下整个大海一样。所以，一切艺术都追求含蓄、内敛，
要的是给读者留有遐想的空间和余地。有些艺术家拒绝民
间的声音，认为除了自己没人懂得艺术。真正的大艺术家都
有山野樵夫耕田者这样的艺术挚友或知音。20世纪中叶，西
方兴起一个称作“接受美学”的学派，强调：整个艺术活动包
括作者、作品和读者三方面。艺术家是生产的一方，艺术作
品是“产品”，读者是接受一方，也包括对作品的批评。作品
的产生是艺术活动的最初阶段，作品的潜能和价值只有在
读者的接受活动中才能逐步得到实现。这不无道理，当人们
在观赏一件艺术品时，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体会，甚至会产生
很多的联想和想象，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弥补了作品
的不足。

犹记得 2005年的那个秋天，我望着宋鸣先生画里的流
云、树木、山水、农夫，不觉已过半天，因为它让我轻松，每幅
画都是一首言语不尽的诗。宋先生倾向于淡淡的青绿山水。
在中国山水画里，我敢说他的画应是独树一帜的。他画里那
种大自在，那种明快、洒脱、飘逸以及生命不息的艺术养分
将永远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

时光匆匆，我至今记得他的那幅《初春欲归》：梅花开得
正红正火，一人手拄拐杖，在山道上踽踽独行的伤怀之美，
使我消愁破闷，使我心中想到许多人间的离合悲欢，兴衰际
遇。在我所看到过的宋先生的画里，皆都色彩淡雅，让人寻
味和深思，古意中永不失自己的本色和风格，有处疏能走
马，有处却密不透风。一座远山，寥寥数笔，其灵魂就跃然纸
上。画家在构图方面也极巧妙，匠心独具，包括落款都十分
讲究，布局到位，落款与画面形成和谐统一的自然美。总之，
宋先生的画，那种需要人静缅和沉思的东西很多，正像板桥
前辈说的：画到情深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中国画向来
都是诗书画一体，宋先生的字也可堪称上品，行草如蛇行龙
飞，似有扬州八怪之风。

艺术不仅有象，还有其核。因而，我从宋鸣的画中读到
了那隐藏着的无比宽广的爱以及那催人泪下的天音令我战
栗，那种清凉之美让我神畅，而这正是他作品的生命之根，
艺术所在。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九届青

联常委，宁夏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宋鸣，满族，祖籍山西，1957年 5月生于宁夏银川市。1982年毕业于西安美
术学院。现为宁夏文联驻会副主席、宁夏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

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

擅长中国画、书法。尤擅长传统中国山水画创作。国画作品追求自然天成，

意境古朴清新，时有新意而不入俗趣。书法以行草见长，奇崛中见雅正。书画创作

极其推崇苏轼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艺术主张。

曾有绘画作品先后参加全国第七、第八届美展，全国水彩、粉画展览，全国

第九、十一届版画作品展览，全国首届中国画展览会，全国首届山水画展览等大

型展览并获优秀作品奖等奖项。书法作品曾入选全国第三、四、七届书法篆刻作

品展览和全国第三届中青年书法展展出。2000年荣获中国文联第三次“德艺双馨”中青年美术家表彰。书画作品被中南
海紫光阁等国内外重要机构收藏。

———读宋鸣的山水画

天上人间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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