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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归大海作波涛》中国画 罗公染 作

1993 年 9 月 3 日至 9 日，时年 21 岁的我在
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举办了《罗公染中国山水
画展》。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个人作品展，也
是我走上绘画之路的开端。从那时开始，一路
走过来，磕磕绊绊，风风雨雨，山重水复，一晃
竟过去了 30 年。我从 30 年前不知天高地厚的
年少轻狂，到如今尘满面，鬓如霜。时光荏苒，
感慨万千！

也许是出生在山区、成长在山区的缘故吧，
骨血里对“山水”便有着别样的向往和热情，就
像是生命的原动力。也许就是这种原动力，触动
并引导了我的命运走向——用笔墨去描绘它，
用色彩去记录它，用生命去感悟它。时至今日，
我深深感激 30 年之前的我在那么困苦的环境
下为自己做出了人生最正确的选择——拿起画
笔成为一个画者。正是这个选择赋予了我生命
的意义和方向。

30年来，我画过工笔画、手指画，也在不同
材料层面上做过跟绘画有关的各种实验性的尝
试，但最终又回到了初识水墨的本原地带。今天
的我，认定了“写”在水墨山水画创作中的重要
性。心随笔墨自如地抒“写”，更容易展现“山水”
的神圣，更能表达我对“自然”的敬畏，更能自
由、舒展地传达心意和情绪。“写”是笔和墨在宣
纸上最直接的倾诉。从白纸到成“形”，笔墨融
动，境意生发，继而绵延怀远。每每拿起笔、蘸满
墨，我便能感知到我与自然万物、与山水的链接
和互动。我将我的水墨山水定义为“随笔”，从宏
观来讲是艺术与时代的同频。因为艺术不可能
脱离时代超然于现实之外。无论是想象虚构还
是表述现实的情绪或故事，时代都是艺术创作
无法回避的存在。新时代，文化自信，这都是民
族文化和精神的赓续。创作过程中，我比较看重
传统的墨、色、纸。对材料不挑剔；技法上亦不刻

意追求创新和改良；处理情绪时顺其自然，往好
处看、往好处想。这样“写”出来的“墨色”就如同
是自然的印迹。这是源于我内在的简单和自在
随性的生活态度吧！无论何时，无论怎样的境
地，自娱自乐，能伸能屈，念念专注，才能见山
水，见自己，见众生。

2020 年以来，这个世界发生了深远的变
化。今天的世界面对着的是共同的命运和挑战。
这样的时刻，世界更需要艺术以不同的形式、风
格、技术等诸多方面的支撑、疏解和沟通。艺术
来源于生活，终归要适应环境，呼应于环境；回
归当下，服务于当下。艺术创作是一个认识自
我、塑造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升华性灵的
阶梯。在当下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庆幸自己
能通过绘画的方式在焦虑时获得一份沉静和思
考。将朴素的细腻和生命的执著“写”在宣纸上，
求得心灵的慰藉和审美的感动，尽精微致广大。
同时，如果我的作品也能给观者带来片刻的安
宁和愉悦，便是我以涓滴之力服务于社会，服务
于时代的意义吧！

举办“笃行——罗公染随笔水墨”展览,并将
展览名称定名为“笃行”，是我在艺术热土上“笃
行”的见证；是我给自己这30年对绘画的坚持与
坚守的交代；是对所有给过我帮助、指点、陪伴、关
注、爱护的有缘人的回报；也是我对传统水墨，对
众多“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先贤们的致
敬。创作过程中我经常翻阅八大、黄宾虹等大师
们的画册，深深感慨：我何其有幸生活在和平昌
盛的时代；何其有幸能如此从容、自在地站在巨
人们肩膀上画山画水画风景。更幸运的是在这春
暖花开、惠风和畅的四月，我的这些画作在中国
美术馆展出，有机会被大家接纳、看见。

（作者系海南省政协委员、三亚市政协常委、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笃 行 致 远
——写在我的随笔水墨展览开幕之际

罗公染

宋代的人文文化昌盛，是中外许多著名人士
向往的时代。在高度繁荣的文化背景之下，宋代
实现了文官制度、纸币流通、起居方式、理学、宋
词、书画题跋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
创造或转折。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造纸术、
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是人类科技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后三者的应用、完善均是在宋代实现
的 。故 而 ，陈 寅 恪 先 生 在《〈宋 史 职 官 志 考
正〉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
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钱
锺书先生在《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中说：“在
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一向是相提并论的，
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
说‘汉宋’——都数得到宋代。”1978年，获得“儒
莲奖”（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誉）的日本学者宫崎
市定在其《东洋近代史》中评价：“宋代是东方的
文艺复兴时代。中国的文艺复兴比欧洲早了300
年，并且深刻影响了世界。”

在这一时期，国家给予文人特别优厚的待
遇，这是前所未有的。大批的文人开始有机会、
有能力、有兴趣、有时间、有规划地从事艺术品
的收藏、研究与传播，向上影响到皇帝、贵族，向
下影响到广大民间，这些奠定了宋式艺术生活
的基础，构成了风华与简雅的激荡与交融。

拙著《宋式艺术生活》以50篇文章构成7个
篇章：政治与图景、皇家与审美、文人与情怀、主
题与技艺、世俗与气象、家具与起居、收藏与传
播，从这些独特的视角展现宋式艺术生活的多
姿多彩、活色生香。笔者结合在系统研究宋代
图像中发现的一系列新视域、新手法、新材料，
尝试从小处着眼，从易被忽视的细节入手，抽
丝剥茧，层层解读，以通俗的语言阐释图像背
后隐藏的大问题、大事件，探索性地还原历史
原境。还将一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单列出来，有
机梳理成有意味的线索，探讨优雅情趣与精致
生活的关系，并将其中的一些事物建立起与当
今的联系。

譬如，中国人起居方式的重大转折（由席地
而坐转向垂足而坐）是在宋代完成的（而非在唐
代），这与宋代文人的哲学思想、艺术观念以及
建筑、家具工艺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再如，从
北宋开始，艺术家开始在画上题写姓名与时间，
或让他人题跋，这种艺术上的跨界开拓有重要
的社会传播意义。

宋式艺术生活还有一系列创举。这一时期
出现了以文官形象充当门神的新样式，人们还
给新门神起了一个别称——“门丞”，可谓民俗
生活创举，也说明宋代文人地位的提高。南宋宋
伯仁《梅花喜神谱》的刻印是出版发行的创举，
它不但是最早出版的木刻图谱，也是第一部私
人编刻的梅花画谱。此谱之所以与“爱君忧国”

“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等思想发生关联，是由宋
代文人独特的心境决定的。宋代文人还深切地
关心民生，南宋《蚕织图》是民生图像的创举，由
其可见南宋浙东蚕织户由“腊月浴蚕”开始到

“下机入箱”为止的二十四段蚕织程序，所绘的

蚕桑丝绸生产工艺完善、设备先进，古代蚕桑丝
绸生产技术至此已定型。

生活万象，相由心生，对宋代画像的研究
也有较多颇具趣味的发现。例如，对苏轼长相
的图像学深度考证，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文献
中的图文互证，并获得新的认知；对南宋马麟

《伏羲坐像》 与 《宋理宗画像》 的综合比较研
究，能发现这位画家最善于揣摩圣意；笔者还
将南宋刘松年《中兴四将图》结合南薰殿旧藏

《历代名臣像·岳飞像》 一并研究，推测乾隆
皇帝出于一定的考虑而故意将刘、岳二人画像
的人名题反。

就别样的政治生活而言，我们通过分析北
宋《景德四图·契丹使朝聘》中被画得非常矮小、
完全靠边站的三位契丹使者，可形象地阐释北
宋“轻视强敌”、一味粉饰太平而脱离实际的“大
国情结”；再研究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武
备懈怠的守城兵士，衣衫褴褛的穷人、乞丐，街
上乱跑觅食的群猪，郊外的破旧农舍，可理解画
家深沉的劝诫创作观，这实质上是一种针对蔡
京“丰亨豫大”说的“画谏”。

本书既有别于正史，也不同于流行的宋代
艺术史、美术史、工艺美术史以及民俗史，而是
主要以小中见大的叙事形式，以可读性、趣味
性、揭秘性，通过新观点、新路径、新论证，轻松
解读宋代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多层次、多角度、
多元化地理解二者之美，令读者兴趣盎然地发
现“艺术使生活更美好”。

由此看见风华与简雅。直到今天，宋式艺术生
活中的许多文化精粹仍受到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关
注，不断发生共鸣、同振。传统文化只有深度地融
入当代生活，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在世界文化高
度融合的今天，这对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
进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文化经典之光
照亮大众生活，具有新时代的积极意义。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教授、博士
后导师）

风华与简雅的交融
——《宋式艺术生活》的旨趣

邵晓峰

2024 年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75 周 年 。坚 持 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百花齐放，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是我的
艺术取向。画面绘制75朵地涌金莲，背景贴金箔
象征着祖国的日益繁荣昌盛。

地涌金莲为我国特有花卉，属云南地区原产
物种。地涌金莲开花时有如涌出地面的金色莲
花，花苞花瓣呈现出的金黄色，金光灿烂，雍容
华贵，“地涌金莲”的名字便是由此而来。地涌金
莲被定为佛教“五树六花”之一，是傣族文学作
品中善良的化身和惩恶的象征。作品旨在弘扬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唱响昂扬的时
代主旋律。

创作构思分为两条主线：一是春意盎然的繁

花似锦，象征着祖国日益繁荣昌盛的美好盛景。
二是以地涌金莲的“金”字体现了当今主旋律花
鸟画歌颂的黄钟大吕，国泰民安的祥和景象。

画面采取全景式满构图，体现画面整体恢弘
的气势。画面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以浓墨在画
面黄金分割点处画出巨石，拉开画面黑白灰层
次，稳定画面构图，体现祖国稳定的根基。第二
层，以高明度藤黄通过传统写意花鸟画的勾染法
画出地涌金莲的花头，确定画面主色调。既符合
传统“六法论”中的随类赋彩，又体现祖国繁荣发
展的辉煌气象。第三层，以灰蓝色调统一运用写
意泼彩的手法画出地涌金莲硕大宽厚的“叶”片，
暗含坚定不移推进祖国发展壮大。第四层，以金
箔满贴背景，既与花头的藤黄色形成同类色的微

妙差别，又与灰蓝色泼彩叶片形成补色关系，降
低灰蓝色的纯度以增强金色本质的金碧辉煌。

寓意性、象征性促使中国花鸟画开拓新题
材。融合新技法，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创作出具有
独特个人特色的作品。寓意性、象征性在中国画
中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同时对当代中国画的革
新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具有深刻而鲜
明的启迪性。

花开盛世 地涌金莲
————重彩写意花鸟画创作的寓意性与象征性探索

宋振成

编者按：

著名学者邵晓峰的《宋式艺术生活》，是
其研究宋代文化艺术20余年，并结合近10年
来他在系统研究宋代图像中发现的新视域、
新手法、新材料，从小处着眼，从易被忽视
的细节入手，抽丝剥茧，层层解读，以通俗
的语言阐释图像背后隐藏的大问题、大事
件，探索性地还原了历史原境。以图说话，

以小见大，以少致多，以简论繁，形象再现
了宋代文化艺术的魅力。其中50篇与众不同
的文章融入了宋代的简雅韵味，让读者深入
体验宋代的文化底蕴，感受宋人生活的独特
魅力。还将一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单列出来，
有机梳理成有意味的线索，探讨优雅情趣与
精致生活的关系，并将其中的一些事物建立
起与当今的联系，拉近读者与中国古代优秀
文化的距离，使读者特别是年轻人可以在书

香中畅享知识的乐趣、领略传统文化艺术的
博大精深。《宋式艺术生活》由上海文艺出版
社出版之后，获得读者与专家的青睐与好
评，相继荣获“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23 年 10 月优秀畅销书”“顶端好书 2023 年
10月榜”“百道好书2023年11月榜”“世纪好
书 2023 年度榜”“ 《深圳特区报》 人文天地
主题书单 （10 部） ”，以及首届“上海好
书”，并被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

《花开盛世 地涌金莲》中国画 宋振成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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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天立地》中国画 罗公染 作

宋振成，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
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