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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水画的写生拥有着
非常悠久的历史，古人的山水
画写生与现代美术（山水画）
教学的写生概念并不完全相
同，传统山水画中所讲的“图
真”“游观”“留影”“身及山
川而取之”“饱游饫看”“搜尽
奇峰打草稿”等，其实都与写
生有关，要求画家在自然山川
中去悠游泉林、追求泉石笑傲
的精神享受，同时用“目识心
记”或“打草稿”的方法将
自然之景记录下来。

中国传统的写生方法并
不强调“对景”，而是提倡

“游观悟记”，其真正诠释了
中 国 画 写 生 的 真 谛 。“ 游
观”，既是深入的观察与感
受，如同郭熙提出的“山形
步步移”“山形面面观”，是
中国山水画特有的写生方
式，相对于西式写生的“对
景久坐”，中国传统的写生方
式可以说是“对景观察，离
景忆写”，它更加注重动态式
的审美观照，强调在一种

“游观”的状态中完成观物取
象的过程，当然也不完全排
除“勾其大要”。因而，如果
说西式写生多画实景，中国
画写生则多写“心象”“意
象”；相对于西式写生背后潜
隐的科学主义精神，中国传
统写生则更多地蕴含了一种

“目击道存”“以大观小”的
哲学主义人文价值观。

我认为，在当下的山水画
写生中，对景写生的方式固然
有其存在的必要，但它并不构
成遮泯传统画脉的理由，相
反，通过写生实践，回归与重
彰“游精宇宙，流目八纮”

“游观悟记”的画学真义，以
更为深刻地理解与把握“以大
观小”之法，重构“皆灵想之
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的

“游观”式山水空间与境界，
应该毋庸置疑地成为当代山水
画家的基本目标与追求。

通 过 山 水 画 写 生 方 法
“游观”等的研究和分析，理
解和把握好“游观悟记”，发
掘山水画写生与创作的转化
规律，强化写生在构图、笔
墨、色彩、造境等方面获得
的锻炼，在写生中完成由具
象到意象再到心象的转化，
通过止观与静虑，坐忘与心
斋的“净化”，达到了超然的
状态，最终通过写生者精湛
的笔墨技巧、熟练的赋色方
式、奇巧的构图方法与夺神
的造境能力将自然的美转化
成为艺术的美。这种美是高
度概括的美，高度凝练的
美，这不仅是一个提高绘画
技法的问题，更是一个提高
个人修养和艺术精神的问题。

游观悟记
——我的山水画写生思考

袁学君

写生这一环节在中国绘画
是非常重要的，他要有这么一
个手段，有一个格物的能力。学
君这些写生我觉得他体会了这
一点，既有中国传统的笔墨要
求，同时充满了生活气息，他也
在摸索新的语言。中国画的文
化精神我们要传承，但是在绘
画语言上要不断创新，希望学
君能够通过这些工作的努力，
取得更好的成绩。

——第十、十一、十二届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名
誉院长龙瑞

今天来看学君写生的展
览，这些作品以“游观悟记”这
样一个主题展示了他近些年来
在写生当中的思考和探索。我
看这个展览很多的写生作品，
觉得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他这个
作品画得很通透，在学术点上
我觉得他真是在写生当中不断
地思考、提纯。我们传统讲笔墨
与颜色的关系，我觉得这就是
一个很重要的学术课题。在学
君这些写生当中，他正是切入
到写生中关于笔墨和颜色之间
如何互相协调、相互生发这样
一个课题。在学君这些写生当
中我觉得他的思考点和探索点
是把传统的石色和传统的笔墨
如何在他写生的情景中逐渐地
传达出来。这看似是一个老生
常谈的课题，但是实际上对于
一个研究者来讲，还是一个非
常艰辛的思考过程，一个实践
过程。学君他把笔墨墨分五色，
同时在石色的运用当中，他发
挥了水性和石色的沉淀作用，
使颜色的清澈度和厚度与墨色
达到了相互统一。传统有浅绛
山水，学君他这些写生，我看到
他是在传统浅绛山水的基础上
进行了整合、进行了摸索，产生
了他这一大批很有通透感，使
墨色和颜色之间相互生发、相
得益彰的作品。我觉得在这个
过程当中，他解决的课题是如

何让色彩，尤其是石色和笔墨
之间协调。

其实这个对于传统的山水
来讲，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学术课题，那么今天学君在他
的写生当中很好地把石色融入
到了笔墨当中。我们看到学习
在他的画面上既有墨分五色的
层次，笔墨的这种厚重他通过
经络的方式，山水的一种写法、
点法，那么他把颜色一层一层
地与墨色融合，使得画面、颜色
既有他的这种纯度和厚度，也
有墨色的纯度和厚度。传统讲

“墨不碍色、色不碍墨”，而在学
君这里是墨色相得益彰，我觉
得这是学君在他写生当中一个
很好的探索，而且这一批作品
呈现了学君他对传统的继承，
在今天如何把色彩和传统的笔
墨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祝贺学君在写生当中取得这样
的一个好成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画学会会长田黎明

画品和人品从古至今它是
连到一起的，学君先生的这批
作品给人感觉是非常清新的，今
天所展示的这批写生作品感触
非常深，我们可以看到学君这些
年他在山水画创作，包括他的写
生过程当中，有一定的思考。山
水画创作特别关注的、体现的是
一种精神的内质，是山水画家的
一种学术理念的体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鸣

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综观
当下，很多的中外大师一生都
在写生中，学君的画里有现场
写出的鲜活、生动的、具体的描
绘，同时他也有饱游饫看的记
忆的表达，也有笔墨这种传统
的功夫，对生活挚爱，笔墨上构
建了自己的一个样式。

——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
陈孟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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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风采

袁学君
文化和旅游部高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国
家 艺 术 基 金 评 委 ， 教
授、研究生导师，国家
一级美术师。中国艺术研
究院博士，师从龙瑞先
生。现为中国画创作研究
院执行院长，文化和旅
游部艺术发展中心培训
部主任，中国美术家协
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学

术秘书兼办公室主任，中
国画学会理事，中央文史
馆第二届“中华文化大家
讲习班”山水画班助理导
师；“楚天学者”三峡大
学 讲 座 教 授 、 西 南 大
学、深圳大学、广州大
学、四川音乐学院、陕
西师范大学、湖南科技
学院客座教授，清华大
学发展顾问，北京大学、
中国书法院授课导师。

《不二门》中国画 袁学君 作

《元妙福地》中国画 袁学君 作

名家评论袁学君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