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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辉，山东惠民人，师从冯其庸先

生，系中国孔子基金会专家委员会艺术顾

问，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特聘画家，中国兵

圣孙武标准像作者，济南中华文化促进会

副会长，国家汉办山东大学中华传统文化

研究与体验基地特聘专家，中国国家画院

国展美术中心签约艺术家，先后在人民大

会堂、政协礼堂、军事博物馆以及山东济

南、青岛、泰安等地举办画展。

主要出版作品《五百僧像尚和图》（七

卷）《苦旅——孔子与七十ニ门贤》（四卷）

《长江万里图》、《孙子圣迹图》、《齐鲁九

圣》、《齐鲁十ニ圣贤》、《崂山道教十大道

首》、《华夏十圣》、《孙子兵法十三篇战例》、

《黄河》、童子系列画等画册以及《中国当代

名家画集——李学辉》《李学辉画传》等，并

为《中华三经》、《兵经八部》创作人物绣像。

人
物
介
绍

李学辉，号失得，师从冯其庸先生，
系中国孔子基金会专家委员会艺术顾
问，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特聘画家，中国
兵圣孙武标准像作者，国家汉办大学中
华传统文化研究与体验基地特聘专家，
2017年5月正式签约入驻中国国家画院
国展美术中心，成为本中心仅有的3位签
约画家之一。

正如魏启后先生所评论的一样，在
对艺术造诣的追求上李学辉一直在孜孜
不倦的探寻着，这一点从其一言一行上
皆有体现，而业界众多批评家对于李学
辉的评价亦是如此。他的书法、绘画作
品深受大众欢迎，并得到社会各界的认
可。国家领导人迟浩田、白立忱、董建华
以及季羡林、冯其庸、刘九庵、吴如嵩、魏
启后等学者名家分别题词、题字并高度
赞扬他的作品。而正所谓先有人品方有
作品，可见其人缘之好。

勤能补拙是良品
在与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正

式签约之前，美术中心于2017年4月先
后两次去到李学辉的家乡——孙子故里
山东惠民探访观摩他的作品。中国孙子
兵法城、武定府衙、旺角三处展馆展厅挂
满了李学辉的作品和他多年收藏的根
艺、名石、壁画，这些天然之作，不但丰富
了李学辉的创作思路，同样足以证明李
学辉是一位对艺术赤诚的追求者。由
此，也让众多人士在画集、画传之外，从
更多维度去深入了解了他的为人和画
品。

初到北京之时，尚未安顿好住处的
李学辉就来到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
心的工作室开始创作。一个人的生活总
会显得有些清苦，一个男人的生活更是
如此。抛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和安逸的
状态，原本只需安心画画不用顾及其他
的李学辉却要被生活的琐碎占用去不少
的时间，但所有的磨难都阻挡不了他追
寻艺术的脚步。每当创作灵感涌现时，
无论再苦再累他都不会放下画笔反而是
夜以继日地进行创作，饿了泡面充饥，困
了画室小憩一番，然后继续埋头创作。

李学辉对艺术不光是痴迷，他更有
一股韧劲和狠劲，但是在与人相处上，你
丝毫看不到他的半丝狠，取而代之的是
他的谦逊与和蔼、彬彬有礼和幽默潇洒，
颇具学者风范。

在入驻国展美术中心一年多来，李
学辉跑遍了北京的每一个展馆，参观学
习，研究名家技法，和中心的其他画家共

同切磋交流，视野的开阔也为他的创作
带来新的想法和灵感。他开始大胆尝
试，突破原有的创作习惯，并完成了一系
列新作品。在不断研究探索的同时，李
学辉也不忘征询他人的意见，一句不经
意的点评，都会给他带来满心的感激和
无限的动力。正是这样一位勤奋、执着，
对艺术抱有无限热爱的艺术家，使得中
心的工作室里，总能看到一些让眼前一
亮，给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苦行僧式的修行
在李学辉的创作中，每每有新的作

品面世，那一定是他历经千山万水，亲身
经历和体验后所带来的产物，魏启后曾
在评论中将其称之为苦行僧，除了因为
他画僧人之外，“他亦常常在修炼自己，
在生活上知足；在事业上勤勉，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
间断，即使春节期间他也是在画室中度
过，远离尘嚣，潜心而作；更重要的是他
在思想上的修炼，有‘乾坤容我静，名利
任人忙’的境界。”魏启后如此说道。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修行，那么李学
辉的这场修行便永无止境，他画路广、跨
度大，从百米长卷《长江万里图》、大型组
卷《苦旅——孔子七十二圣贤》，到体裁
多样的斗方、圆光、扇面小品。从高山仰
止，辉映千秋的《华夏十圣》、《道教十大
道首》到拙朴率真天然之趣的童子系列，
从笔笔见致的线描长卷《五百僧相尚和
图》到泼墨重彩的山水白云系列，无不散
发着画家的清心、学养、真趣。

这一幅幅巨作的出现无不打动着每
一位观者的神经，观看这些作品，仿佛是
一场心灵的洗礼与救赎，而这每一幅巨
作的背后无论是画面中还是画面外都有
着数不清的感人故事。

李学辉曾对媒体讲过创作一定要有
灵魂，所以为了体现出作品中的魂，他不
论冬夏，跋山涉水，实地考察，不惜一切
了解所到之处的人文情怀。对此，在魏
启后为其画集所提之序中便有记载：“创
作《长江万里图》时，他从长江源头唐古
拉山脉到宏伟的三峡大坝，从三国时期
的张飞庙、白帝城到神话传说中的石宝
寨、鬼城，一直画到长江入海口——上海
的横沙岛，贯穿华夏五千年历程的三百
多位风云人物尽收眼底。”

在徒步8个月和此后数月的创作后，
《长江万里图》一经问世便引起了震撼。
之后《五百僧像尚和图》中以数百个中国
传统的经典文学故事为题材，得益于其
精湛的技艺和巧妙的构思，每一部分都
惟妙惟肖，精彩绝伦。而这也跟其十几

年来走过全国大大小小的寺庙，与僧人
同吃同住、吃斋礼佛的境遇有关。

试问有多少文人志士能够如李学辉
一样数十年如一日的体验寺庙的生活，
但他却做到了。在其后来创作的《道教
著名人物》、《齐鲁九圣》、《苦旅——孔子
与七十二门贤》等一系列历史人物画中，
都与其自身历练息息相关。

“以诗为魂、以书为骨、以诗之意蕴
境界、以诗人之眼观物，格调清新自热。
每一笔、每一点去状物写形外，其自身的
深宏闳内美亦令人称赞。这也依托于老
师多年潜心研习汉隶及魏晋书法名帖所
练就的功力，扎实的书法基础和对艺术
的执着追求。”魏启后先生谈到李学辉的
作品时，曾深有感触地评价道。

驰名海外的水墨人生
李学辉除了潜心创作之外，也积极

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在中国国家画院国
展美术中心邀请苏里南、乌克兰驻中国
大使馆官员和利比亚驻中国大使馆官员
参观交流的活动中，李学辉把中国的传
统文化介绍给国际友人，他的作品也受
到了国际友人的高度赞赏，临别之际，李
学辉代表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向
国际友人赠送了自己的书法作品。

在水墨人生的舞台上，李学辉深知
自己不仅作为一位画者，同时更要做富
有正能量的热情传播者。在中国国家画
院国展美术中心联合北京阳光未来教育
基金举办的公益献爱心活动上，他就积
极参与并赠送了自己的作品，以表示对
公益事业的一份支持，并以捐赠作品的
方式献上一份爱心和力量。

在《齐鲁九圣》、《孙子圣迹图》、《齐
鲁十二圣贤》等作品发表后，即被杭州丝
绸之路国旅公司与山东省旅游商品研发
基地制成的丝绸集邮珍藏册，并作为国
家领导人出访馈赠的文化礼品，被众多
国内外友人和政府部门广为收藏。

2012年，由山东奥美礼品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制作的李学辉作品《齐鲁十二
圣贤》丝绸集邮收藏版及屏风，被山东省
政府外事办公室、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科学技术
协会评为山东省外事礼品一等奖。

艺路坎坷不求一鸣惊人 砥砺前行只求无悔人生

孙静桦成小卫

“学辉一心研究书画，从不言成功与否，只是追求艺术的一份真、一份情、一份感动。‘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以学辉纯真的艺术态度、深厚的传统艺术功力，何愁大业不成。” ——魏启后

似无常势与常形，
侠情高义大家风。
云树影里见真身，
禽鸟声中闻自性。
大漠长烟洇故纸，
春湖秋山入新绫。
丹青如诗同君意，
一曲流水可堪听。

侠情高义大家风
——赠大画家李学辉老师

刘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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