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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条路，一切风景都要靠自
己走出来。人生不止，脚步不停。

第一次进山沟，听说他的“凶”

10 年前的元宵节，我孤身一人，
怀着对前途未卜的忐忑心情，沿着蜿
蜒曲折的小路，来到恍如隔世的彬县
小山沟——雅店煤矿筹建处。一路上
虽然做好了面对艰苦环境的心理准
备，但下车的一瞬间，我的内心还是
被恐慌填满：这里不像有煤的样子，
一片荒芜的黄土地上只有零星的几顶
帐篷和几间活动板房，还有几名工人
在瑟瑟寒风里钻探，时不时发出几声

“咚、咚、咚”沉闷的声音。当天夜
晚，刺骨寒冷把我从梦中冻醒，更是
心生退意，想连夜逃离这个地方。可
是当同事燃起煤炉，看着黑亮亮的煤

炭在炉膛里熊熊燃烧的火焰，所有的
寒意瞬间消散。转眼初春渐暖，这里
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我已渐渐适应。
可同事间的传闻却让人不寒而栗：公
司董事长何万盈很厉害，批评起人来
凶得很。未见其人，先闻其名，心里
难免不安，我从事的又是办公室工
作，更担心跟他直接接触。结果怕什
么来什么，一次偶然机会我被调到集
团公司工作，便有了和他经常见面的
机会。

第一次被表扬，感受他的“亲”

2014年，我被调到集团公司党群
工作部，恰逢机关开展下基层锻炼活
动，当时党群工作部唯一的干事也在
其列。她简单地交代几句后，就让我
接手具体工作，临走时还特别提醒我

要注意组织好政治学习会，因为何董
事长几乎每次都要参加。原本的担忧
加上陌生的业务，瞬间让我感到压力
倍增。

记得第一次组织学习，慌乱中我念
错了同事的名字，学习过程中也失误不
断。我心想：完了，完了，不知道自己
会被训得有多惨呢。未曾想，何董事长
却耐心纠正我几处错误，并安慰说不要
紧张，组织学习的内容很好。特别是
提到“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
爬坡过坎”，这道出了改革的艰辛。随
后，他还问起我家在哪里，什么学校
毕业，学习什么专业……最后嘱咐我
要好好学习，尽快融入公司工作环
境。这一刻，我感到他与我之前听说
的印象完全不一样。后来在党群工作部
工作多年也一直觉得
他很亲切。

第一次挨批评，明白他的“真”

2020年“五一”劳动节来临前，公司
准备邀请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回公司
参观、领导安排我起草活动方案。但眼
看活动时间临近，结果因为起草的方案
没有实操性，将直接影响活动的顺利开
展，何董事长对此很生气：“一个大学生，
在公司这么多年，连一个活动方案都写
不好吗？主持词就安排他来写，我要看
看他到底能不能写。”尽管没有当面批评
我，但每个字对我都是极大的冲击，也听
出了他恨铁不成钢的失望。

这次批评使我深刻认识到自己身上
的问题，明白何董事长当时对我不仅是批
评，更多的是重视、关怀和真心的期待。

第一次见发火，理解他的“苦”

2021年初，公司召开年度工作总结
会。会上，汇报多是吹捧成绩，回避矛
盾问题，特别是个别管理人员隐瞒实际
情况和工作失误，不分析自身不足。对
此，何董事长并没像往常那样大发雷
霆，而是低沉说到：“你们是在骗我老
汉？重点项目建设中存在哪些影响安
全生产的矛盾问题，没有人说实话，大
家都自欺欺人。”说到这时，他难掩悲
痛，潸然泪下。那一刻，我才发觉这位
满头白发老人的不易。50年前，他来
到百子沟煤矿当工人，一步步走到董事
长职位，在公司最艰难、最迷茫、最无助
的时刻，他义无反顾接过重担，带领彬

煤人爬坡过坎，不知经受多少磨难，遭
遇多少风险，应对多少挑战，创造多少
奇迹……而此刻，他虽年过古稀，但依
然肩负发展重担，带领公司披荆斩棘，
勇毅前行，这条路实在太艰辛。

50年18250个日夜，何董事长把一
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彬煤公
司。作为彬煤的大家长，何总的“凶”，
是对工作的严格要求和极度认真；他的

“亲”，是对员工的真心负责和真情关
怀；他的“真”，是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和
高度期许；他的“苦”，是把所有重担扛在
自己身上，独自负重前行的责任担当。
他的人生路朴实坚毅，永不停歇，在公司
改革发展的道路上竖起了一往无前、奋
斗不息的鲜明旗帜，指引着我们继续走
好未来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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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朵适时开》中国画 冷旭 作

面对开放多元的人文环境，以及在中
西文化艺术碰撞与交融的现实场景中，中
国画如何确立当代价值体系，成为了至关
重要的命题。目前中国画面临着重整和发
展的双重压力，一是对优秀的艺术传统进
行整理、挖掘、承继和转化，二是对当下
纷繁变幻的世界艺术潮流的认知、借鉴、
扬弃和拓展。这样的艺术格局，急功近利
和哗众取宠者，难免会落得樯倾楫摧之结
果；踟蹰不前和因循守旧者，难免会被时
代洪流所吞噬。无疑，中国写意花鸟画也
有此时代之问，无论是在中国画的民族语
境中，还是在世界艺术的当下格局，写意
花鸟画都已成为一种独行的图式存在。中
国写意花鸟画的立根之本是中国文人画的
精神属性，能够守拙中国文人画精神且在
中国写意花鸟画领域有所作为的艺术家
中，冷旭是一位成就颇为突出、个性尤为
鲜明的艺术家。

回顾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吴昌硕、
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艺术大师均以
擅长中国写意花鸟画著称，由此写意花鸟
画在中国近现代美术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中国写意花鸟画在 20 世纪中西融合的进
程中，一直枝繁叶茂，喷薄而出，这不是
一个偶然的文化现象。究其原因，中国画
在中国社会剧变的过程中也在寻找自身的
民族意蕴和当代图式，而中国写意花鸟画从
外在视觉映像到内在精神属性等方面无一不
应和了时代审美需要和民族文化心理。冷旭
在艺术创作中，清楚地意识到中国艺术精神
的时代表达方式，并将中国写意花鸟画作为
研究和实践的方向，以中国书法的笔情墨
趣，以诗、书、画、印相统一的中国文人画
图式结构，致力于构建中和慎独、格物致知
的中国写意花鸟画新语境。显然，他的这种
意识和作为对于中国画时代转型的当代实践
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的。

陈师曾有言：“世俗之所谓文人画，
以为艺术不甚考究，形体不正确，失画家
之规矩，任意涂抹，以丑怪为能，以荒率
为美，专家视为野狐禅，流俗从而非笑，
文人画遂不能鉴赏与人。”中国写意花鸟
画也遭遇着同文人画一样的世俗眼光。冷
旭在艺术探索中，力避出现上述情况，他
恪守“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的文人
画要素，以文人墨客的心性经营，以金石
书法的笔性绘写，专精覃思，心会神凝，
积学致远，意气风发。他早年以书法篆刻
擅名，且精于中国山水画，对中国传统书
画艺术有着精深的造诣，这为他从事写意
花鸟画创作沉积了丰厚的滋养。朱良志

《南画十六观》 中从审美层面对文人画加
以阐释，提出了“浑、水禅、幽绝、平

和、浅、视觉典故、幻、墨戏、无相法门、
高古、荒原、涉事、老格、乱、躁、金石
气”诸意象。与之相对照，冷旭的中国写意
花鸟画是以心性为主体意识，从人的精神本
质出发，具有“浑”“幽”“平和”“墨戏”

“金石气”的意象和特征。当然，这里引出
的这些概念，并非完全循着 《南画十六观》
中的原意展开。

“浑”即浑厚、雄浑，司空图言：“超以
象外，得其环中”。冷旭的中国写意花鸟画
笔墨浑厚华滋，挥运之间，老笔纷披，墨气
纵横，满纸云烟。如其画梅，老干横出、新
枝劲挺，全以浓墨写出，气势雄强，气韵弥
彰，显现出傲骨凌风的浩然之气。梅花点
染，远近虚实极富变化，色彩浓丽而不艳
俗，明媚而不聒噪。观之有寄情物外之性，
得孤高伟特之操。

“幽”即幽远、幽雅，苏辙诗言：“兰生
幽谷无人识，客种东轩遗我香”。冷旭的中
国写意花鸟画追求内敛的意境之美，笔致沉
着含蓄，透着一种清幽之气。如 《不染尘》
中的荷花香远益清，淡粉色染出花瓣，浅黄
色点出花蕊，荷叶和蒲草以淡墨轻写，确有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性。
《紫鸢呈瑞》 中的紫鸢清韵雅逸，花瓣以淡
紫点厾，裁剪冰绡，轻叠数重；花叶以石绿
淡着，疏朗通透，空翠湿人；间以墨色托
衬，开开合合，虚虚实实，别有韵致。

“平和”既率性、达道，《中庸》 言：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冷旭的中国写意花鸟画是同主体
精神意绪和生命意识相关联的，他所生成的
图像不仅仅是笔墨程式的承接与转换，更体
现主体的心灵意象，这契合于苏轼强调的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如其画月季花，花团锦簇，生机勃发，但画
面的构图和色调却显得沉稳厚重，没有丝毫
柔媚艳俗之感；前后两块浓墨写出的石块将
花丛分割，形成聚散顾盼的姿态。显然，画
者所要表现的是自然的生机和月季花独有的
生命力，也以之流露出自己“平生不慕洛阳
事”的心志。《喜迎春》 中以小写意兼没骨
的技法画出数朵牡丹、数丛兰花、数枝辛
荑，背景以朱砂色托染，色彩冷暖互现、和
谐明快，咫尺间盈千里之趣。《紫云呈祥》
中藤蔓盘曲缠绕，紫霞纷披，燕燕于飞，差
池其羽，一片祥瑞之气。画者题记：“藤花
盘老院，万朵适时开”，不由得使人联想到
杜甫诗 《江畔独步寻花》：“黄四娘家花满
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
在娇莺恰恰啼。”他艺术中的“平和”，实现
了诗画意境的通感效果。

“墨戏”即笔情墨趣、心性释放，黄休
复言：“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

出于意表”。冷旭的中国写意花鸟画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心性的自由和释放，这种释然
的生命体验超越了“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
则意溢于海”的物我感应，是创作主体进入

“无我”的创作阶段，心神际会、心手双畅
的精神状态。虽有些作品为其信手拈来之
作，却妙趣横生，回味无穷，有“余音袅
袅，不绝如缕”的审美愉悦。

“金石气”即苍茫、朴拙，刘熙载 《艺
概·书概》 中言：“书要有金石气，有书卷
气，有天风海涛、高山深林之气”。吴昌
硕、齐白石两位大师均以“金石气”入画，
达到了中国写意花鸟画前所未有的高标。冷
旭的中国写意花鸟画极具“金石气”，他作
为书法家和篆刻家对“金石气”的认知和理
解显然是超出一般画家的，这是他在写意花
鸟画创作方面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尽
管如此，“金石气”在他的作品中体现的不
是刻意化和表面化，而是作为创作主体人格
精神的呈现。他是将“金石气”融入主体人
格，这不但显现在笔墨表象中，更蕴含在精
神内涵里，真精内蕴，大美不言。如其对葫
芦、牡丹、紫藤、鸡等绘画题材在中国画中
司空见惯的表现对象，也能以自家气格去观
照物象，不落窠臼，不入俗套，富有清新隽
永的高雅气息。

总而言之，冷旭是一位在中国书画艺术
领域涉猎广泛、集大成的艺术家，他将诗、
书、画、印相结合的中国写意花鸟画传统图
式推向了已臻妙境的当下。在中国画当代转
型的时代契机下，他坚守民族文化自信的立
场，追寻中国文人画文脉，力行致远，为中
国写意花鸟画的新时期拓展注入了新的时代
寓意和崭新内涵。

（作者系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沈
阳书画院创研部主任）

妙合天成真翰墨
——读冷旭的中国写意花鸟画

马 喆

《陌上紫鸢》中国画 冷旭 作

《馨香人间》中国画 冷旭 作

冷旭，九三学社中央书画院副院
长，辽宁省政协常委；辽宁美术馆馆
长、辽宁画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
师、二级教授；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
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辽宁省优秀专家。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
会篆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
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研
究员、西泠印社社员、辽宁省文史研
究馆馆员、九三学社辽宁书画院院
长、辽宁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其书
画作品多次在全国展、国际交流展中
展览并有获奖，书法作品荣获“首届
中国书法兰亭奖创作奖”等。

《紫气东来》中国画 冷旭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