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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界美术馆·郑瑰玺

现代艺术的产生，在很
大程度上是在文明迁徙中的
一种乡愁书写与复活。作为
东乡族的女画家，马米娜一
再地于她的水墨作品里倾泻
出来的便是这种浓得化不开
的乡愁情结，而她使用的绘
画又是中国水墨艺术与西方
艺术的结合，这使她的绘画
颇能揭示文化演变中的多元
现象。

东乡族自称“撒尔塔”，
在20世纪 50年代民族识别
中因聚居于中国甘肃省河州
东乡地区，而被命名为东乡
族。马米娜在考取中央民族
大学美术学院后一直在北京
学习和工作，她是东乡族第
一位获得美术学硕士学位的

女画家。在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她接受了现代美术教
育，既打下了西方写实绘画的基础，也具备了中国传统水
墨画的功底，而她的导师纪京宁、梁占岩等将她领进了现
代绘画思维。如果说她来到北京接受的是现代文明中的绘
画艺术教育，那么在她的绘画里描写和表现的则是她儿时
的家乡记忆——那个沟壑纵横的黄土山岗，充满了浓郁民
族色彩的乡村情结。从她开始工笔画创作的《等待就餐的

“小满拉”》、描绘她同龄少女形象的《忆》《凝》到她用
水墨写意创作的 《残梦》 系列、《她们的23岁》 系列、
《黄谷川的夏天》系列、《故乡》系列和《山房寻梦》系列
等，她都没有离开对乡土情怀的书写。她的作品描绘的几
乎都是她儿时的生活，她追寻的也主要是她故乡的人、
事、物。可以说，这些画面共同组成的是她对往昔经历的
追忆。是她在现代都市文明之中对已离她远去的乡村民俗
的怀念。

在《等待就餐的“小满拉”》中，马米娜不仅着眼于
她所熟悉的“小满拉”质朴神态的刻画，而且通过占据画
面巨大篇幅的屏风来铺陈东乡族的一些民俗装饰图案，从
服饰文化的角度增强民族符号的传递。《忆》 和 《凝》
中，她同样没有放弃那些民俗符号的表现，着意于对她同
乡的同龄女性形象的刻画，画面只有人物肖像，那不苟言
笑的神态，也暗示了与她同龄的少数民族女性对未来的思
考。这些工笔画十分注重传统的勾勒晕染的运用，画面的
生气却从撞彩、撞粉的活用中显示出时代气息与画家不羁
的个性。这也说明了画家后来如何转向水墨写意的内在缘
由。马米娜一直对她同乡的同龄女性投去一种难以割舍的
亲情，这或许正是她生活的巨大变迁却始终在内心持守一
份温暖的乡恋所致。《她们的23岁》系列画了14幅水墨
肖像，这些肖像并不以再现为目标，画家试图呈现这些曾
与她共同成长的女性在23岁时的神态心境。那些女性显
然是记忆与想象的结合体，故乡的她们依然淳朴、青涩、
迷惘，对未来充满了一种欢愉的期待。马米娜在画23岁
的家乡女性，但其实也是在画她自己。

乡愁，总是在生活的碎片里夹杂着丰富的民俗记忆。
在马米娜系列作品里，不断出现的是山里窝着的几处分散
的农舍，是房前屋后东一块西一块散置的麦田菜地。那里
蜿蜒而出的是通向远方的山村小路，路上不断出现的是羊
群、出村的吐着黑烟的拖拉机……而在另外一些画面里，
常常出现的可能是背着手走街串巷的村长、晒太阳的东村
大爷、挑水的姑姑、揉面的母亲以及村庄富裕后出现的摩
托车……当然为这些画面留白填空的都是家乡那些白云似
的羊群。她描写的是偏远山村的平静，是鸡鸣狗吠的田园
日子，这些与她现在身处的灯火通明、高楼林立的京城是
一种多么强烈的对比和反差啊!这份乡愁却始终给她带来
其他任何物质都不能替代的一种内心补偿和宁静安详。这
大概就是那些故土风物不断出现在她笔下的缘由，也连同
她的绘画共同组成了她的精神世界。

马米娜又不完全是乡村生活的回忆者，现代的生活画
面让她的作品具有现代文明的表征。除了那几幅年的工笔
画偏重于写实描绘，她的水墨人物几乎从不满足于如实刻
画，而试图以新的感悟来抽出她印在心里的那些形象。深
受巴黎画派代表夏加尔的影响，她画面的人物常常处于漂
浮的状态，现实时空的描绘让位心理意象的表现，那些记
忆之中的人与事都被重新铺排于画面。就单体形象而言，
她笔下的人物偏向于表性的描绘，形神合一，甚至是以神
来写形、以意来造型。笔墨含筋裹骨，笔线却又像马蒂斯
那样追求轻松和随兴，从而显现出一种自由、率性、恣肆
的笔意。她的那些人物形象虽非再现写实，却也在自由舒
畅的笔线之间呈现出她的观察与表现的深入。令人惊奇的
是，作为一位在偏远乡村生活过的少数民族女画家，马米
娜对中国传统笔墨有着很高的悟性。她深悟用笔之道，墨
法的浓淡变化完全通过用笔来体现，而不是简单地墨分五
色。用笔绵柔圆转，却内含骨法劲力，规避了那些直硬外
露的笔法。这种用笔又巧妙地与宿墨相结合，显得更加涩
滞、枯淡和温润，她的水墨之中也喜爱夹杂一些赭石、脂
粉、翠绿等纯净而透亮的色彩，鲜润却不轻浮，因墨与色
分别勾染而从不觉得相互碍绊。应当说，马米娜的水墨写
意语言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现代感，其画面既有平面分割
的平整，也有单体具象的丰博：既有传统笔墨的含蓄，也
有现代表现的畅快，甚至追求某种即兴的不完整性。显
然，在中国画的现代性探索上，马米娜试图进行某种复合
性的尝试，贯通传统与现代、融合笔墨与色彩、混搭具象
与抽象。

马米娜的绘画让人迷恋的，正是她用现代艺术语言表
达的一种怀乡意识。尽管那些作品中有许多都是她自己经
历的自述，像她高贵的芭蕾舞姿不经意间闯入粗朴的乡
村，但更多的却呈现了一种现代社会对乡土与民俗的文化
依恋。或者说，她的作品也浓缩了我们这代人历经城市化
进程所难以割舍的一种文化乡愁。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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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交响”，很自然地联想到西方音乐体系中的交
响乐、交响曲。一套完整的交响乐一般分为四个乐章，
具有丰富的音响效果和艺术表现力。灯下展读郑瑰玺的
画册，品味其充满梦幻般绘画语言的图式、炫丽斑斓的
色彩、独到的题材、大野雄强的气韵，不啻为欣赏一场
雄阔瑰丽的交响乐。

郑瑰玺出身于湖北农家，年少的他曾跟着乡村画师
学习用炭精棒画像，这份相对务农较为轻省的工作，给
他带来很多的满足，也启迪了他内心深处对艺术的真正
向往。17 岁那年，郑瑰玺在集市上看到一个画室的招
生广告，他回家跟父亲商量，决心要去学画。彼时郑瑰
玺家的经济条件很是拮据，但是父亲懂得儿子的内心追
求，他也心疼这个懂事的儿子，竭尽全力给他凑足了学
费，又亲自把他送到当阳县城，祈望他有个好前程。孰
知郑瑰玺在县城里交了学费，等了十几天，学习班始终
未能正常开课，学员们只得做鸟兽散，而茫然无措的郑
瑰玺却被一位临时来代课的中学校长季士林慧眼识珠收
留下来。从此少年郑瑰玺跟着季老师同吃同住，接受了
严格的绘画训练。他从西方的素描、速写、水粉学起，
打下了坚实的造型、色彩基础。又在季老师的引领下从
宋元绘画入手，深入学习传统技法。宋朝绘画讲究理
法，崇尚自然，注重写生，却不乏平淡天真的意趣，使
他渐渐领悟到中国传统的花鸟画写生写意的真髓。

在季老师耳提面命的悉心教授下，这位农家少年终
于蜕变为一个青年艺术家。他怀揣着对艺术世界的憧
憬，如饥似渴地寻找一切学习的机缘，终于赶上了艺术
蓬勃发展的新时代。20世纪 90年代初，在多元的现代
风潮中，他反过头重新钻研工笔画，他的《夏木林中听
泉语》、《梦里南国》、《斑斓之秋》 等工笔作品甫一面
世，即引起花鸟画坛的关注。此后他又一改工细的造型
手法，兼蓄陈淳、徐渭、八大的水墨情趣，终于形成了
自己独有的半工半写的绘画风格。潘天寿言：“不同才
是艺术。”回忆起这段反刍的研学经历，郑瑰玺说那时
候就是想通过深入传统、扎根传统，为艺术寻找一条属
于自己的路。

郑瑰玺的学艺道路，跟很多院校出身的画家迥异。
少年时代的农村生活，使他对自然世界的山花野卉、杂
树藤蔓、珍禽异兽有了更深入更直观地了解。他热爱大
自然，沉迷于表现自然景观的雄阔、质朴之中。大自然
勃勃的生机赋予他撬开艺术灵感的密钥，他身居北京，
却一直热衷于在家乡湖北神农架的原始森林里寻找作画
的素材，热衷于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里获取创作
的灵感。南国茂密的植被和生灵的多样性一直是他独特
的花鸟画的源泉。综观郑瑰玺的花鸟画作品，总以浓重
的笔墨氛围为基调，衬托出憨态可掬的金丝猴、瑰丽绚
烂的孔雀、优雅高贵的仙鹤、潇洒飘逸的鹭鸶，犹如大
提琴伴奏下清亮的长笛或小号。他的画笔下万物平等，
无论是杂花野卉，还是珍稀林木、祥禽瑞兽，那么和谐
地交织在一起，服从于他的主旋律。在画面的具体表现
方法上，他打破了工写的界限，又将山水与花鸟融为一
体，在用笔用墨方面，恪守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丰富
性，追求传统中国画的笔法与墨法的趣味性、精神性，
用不同的笔墨着力表现物种的丰富性、大自然的生命
力，又构成一派和谐的整体；他注重图式语言的创新，
努力汲取外来艺术的滋养，在他的画面里，饱满的构图
中总有几处醒目的绚丽色彩，既注重色彩冷暖的对比，
又注重色相之间的调和，可一窥西洋绘画的装饰性，使
画面阐发着原始森林里的神秘、幽深、斑斓的意境和活
跃的生命节律。他的作品集合了中西艺术之长、又兼祧
传统与现代元素。他以墨笔植物的同向节奏和动物的亮
色点睛之笔组合为独创的大景花鸟的审美图式而自立于
画坛。

近年郑瑰玺的作品，有些也另显出一番风貌。从笔
墨、构图、色彩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化和升华。画面水
墨充融率意流淌，笔墨老辣沉厚，构图开始注意留白，
整体意境与格调清高拔俗。他的《树之恋》系列大笔纵
横，有构成之趣，力度强化，见篆籀之味，这也体现出
他于传统与现代两端仍在不断深入学习和思考的步履。

欣赏郑瑰玺的画作，总感到一种山野之气扑面而
来，仿佛身处世外桃源：那些潺湲的溪流、幽深的沟
壑、大山深处的茂林修竹、可爱的金丝猴、各种翩然而
至的禽鸟，无不呈现出人类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他的画
面以潇洒灵动的笔墨，跳荡着雄强纵逸的情感，而他朴
实的外表下，被褐怀玉，抱怀的又是一颗晶莹纯粹的君
子之心。他仿佛就应该是那些生灵的主宰，甚至不期然
而然地化作对象，进入物我两忘的化境。古人云：“外
师造化，中得心源。”郑瑰玺笔下的大景花鸟作品，确
乎正是从他心中流淌出的“丛林交响”的预演。

交响乐也可称为“交响诗”，画就是诗，就是文，
就是心，强化综合修养，强化主观精神，是中国花鸟画
家升华格调的根本途径。“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
到碧霄。”这心画的诗情交响正是郑瑰玺未来的理想
高峰。

丛林交响
——郑瑰玺的花鸟世界

刘曦林 安慧

视界美术馆·马米娜

由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湖北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荣宝斋画院主办，湖北省美术家协
会、宜昌市委宣传部承办的《丛林交响——郑
瑰玺大景花鸟画展》9月10日至16日在中国
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展览展出郑瑰玺近年来
创作的100多幅精品力作。学术主持刘曦林先
生以“丛林交响”来概括郑瑰玺本次展览的学
术定位，既是对郑瑰玺以花鸟见长、兼及山水
的艺术创作特点的概括，也是对郑瑰玺深入生
活、不负时代，主动自觉地以手中画笔展现花
草繁盛、郁郁葱葱、鹤鸣九霄、生机勃勃的宏
大时代气象的总结。

郑瑰玺，生于1969年。1992年研修于北京画
院，1994年10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培训中心
导师、湖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荣宝斋画院特聘教
授、湖北省国画院艺委会副主任、宜昌市文联副主
席。作品入选第十一、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由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甘肃省
艺术馆承办，中国国家画院人物画所学术支持
的《墨彩游心——马米娜作品邀请展》（兰州
站）将于9月24日至9月28日在甘肃省艺术馆
(东厅)展出。

马米娜，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东乡族，1987年
出生，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硕士。民族文化宫民
族画院（国家民族画院）艺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理
事、中国女画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美术师。出版
有《水墨心声——马米娜水墨作品集》《艺术典藏·
当代实力派画家——马米娜 （卷）》及合集多部，
学术专著一部。

《水天一色》中国画 郑瑰玺 作

《群鹤振翅舞祥瑞》中国画 郑瑰玺 作

《群仙集庆》中国画 郑瑰玺 作

《沾衣欲湿富贵香》中国画 郑瑰玺 作

《壮乡展新颜》中国画 马米娜 作

《故乡的云》中国画 马米娜 作

《江西乐安湖坪写生》中国画 马米娜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