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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的田野上（国画） 常朝晖 作

对艺术家来说，创作成功的要素无

外乎有三个方面，一是基本的传统知识

储备和相当的功力修养；二是生活经验

丰 富 的 积 累 ； 三 是 探 索 精 神 的 持 之 以

恒。传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艺术

启蒙和创造的起点。没有传统资源作为

基 础 ， 艺 术 家 犹 如 盲 人 摸 象 ， 不 得 要

领。有传统经典指导，初步掌握前人积

累的技能，再结合在现实生活中认真观

察 和 领 悟 ， 亲 自 在 艺 术 实 践 中 加 以 印

证，取得真切的体会，逐渐培养自己的

创作能力；下一步面临的考验，则是否

有长期不懈坚持的耐心，有不断地探索

和 创 新 精 神 ， 形 成 自 己 独 特 的 艺 术 面

貌。

我之所以欣赏刘广其人其画，就是

感 到 他 从 艺 的 历 程 ， 他 取 得 的 艺 术 成

就 ， 正 是 在 这 三 个 方 面 做 出 艰 苦 努 力

的。他认真学习元明清古画，研究其笔

墨、章法，通过笔临和意临的方法，掌

握技巧，领会精神。在前人经典作品面

前 ， 他 始 终 以 虔 诚 的 态 度 学 习 和 研 究 ，

也清晰地认识到，前人的创作只能学习

而 不 能 模 仿 ， 正 如 齐 白 石 反 复 告 诫 学

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他知道，要

做 到 学 古 人 又 不 像 前 人 ， 必 须 面 向 现

实、面向生活。刘广十分重视写生，以

写生作为自己创作的基础。他的足迹遍

及大江南北，广泛搜集素材。但他不是

把写生素材直接移植到画面上，而是经

过细心加工，经过艺术概括与提炼。他

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文史、艺术修养

创造的一种可以称之为诗意性抒情的山

水画样式，如 《江山如画》《夏溪行旅》

《万 里 行 舟》《凌 霄 论 道》《登 高 远 眺》

等；另一种则是对祖国各地名胜古迹的

描写，如 《太行春色》《九华映日》《秀

美红石峡》《阳朔之春》 等。不论采用哪

种样式，刘广都在作品中传达出可贵的

古意。绘画中的所谓古意，实际上是用

笔 墨 表 达 的 传 统 写 意 精 神 。 写 自 然 景

色，不客观照搬对象，而是根据认真的

观察和体验，酝酿构思，突出表现画中

的诗意性境界。

“诗意”是刘广山水画创作的主旨，

他画中的诗意既来自于他在客观自然中

发现的一种内在意蕴，也来自他内心由

此产生的富有诗意的感情。每幅画似是

客观自然景色，实际上更是他的独特创

造，含有相当的主观色彩，是他心中的

“丘壑”。

艺术创造的高度是由艺术家的功力

和修养决定的，坚实的功力需要长期耐

心地研磨方可获得。刘广是一位十分重

视技艺的艺术家，技艺是硬功夫，又充

满机智和灵巧，他几十年如一日琢磨如

何 用 笔 、 用 墨 和 着 色 ， 如 何 布 局 画 面 ，

如 何 构 建 理 想 的 画 境 。 他 懂 得 画 中

“道”是通过技艺形成的语言表达，画家

首先是一个“手艺人”，没有扎实的手下

功夫，一事无成。他也深知，画家不能

满 足 成 为 手 艺 人 ， 而 要 提 高 全 面 修 养 ，

才 能 成 为 真 正 的 艺 术 家 。 他 上 下 求 索 ，

学 习 传 统 ， 借 鉴 前 人 经 验 ， 在 这 当 中 ，

他悟到包括从事绘画在内的一切艺术创

造 ， 必 须 有 宁 静 的 心 境 ， 有 持 久 的 恒

心，方能有纯正的品格。刘广的画中充

盈着一种静气，正是这种静气使其与传

统绘画精神相连，也正是这种静气，折

射出他对自然和生命的思考，反映出他

的心情和追求，流露出他所处时代的印

记，呈现出可贵的新境。

创作心态的宁静和绘画中的静气是

艺 术 家 应 该 认 真 思 考 和 研 究 的 课 题 。

刘 广 埋 头 静 心 创 作 ， 讲 究 作 品 的 艺 术

质 量 ， 这 种 精 神 是 可 贵 的 ， 也 因 此 才

有 了 长 城 、 黄 河 、 长 江 等 系 列 写 生 长

卷 的 完 成 ， 画 卷 中 刘 广 用 自 己 的 艺 术

语 言 与 视 角 记 录 、 描 绘 新 时 代 的 绿 水

青 山 。 刘 广 明 白 艺 无 止 境 ， 艺 术 家 永

远 走 在 探 索 的 道 路 上 。 近 几 年 ， 他 正

在 探 究 自 己 艺 术 作 品 面 貌 如 何 更 为 多

样 、 丰 富 ， 艺 术 语 言 如 何 更 有 时 代

感 ， 在 兼 工 兼 写 中 如 何 表 现 更 高 的 境

界 ， 取 得 更 新 的 实 践 成 果 。 刘 广 的 艺

术 道 路 越 走 越 宽 ， 未 来 更 大 的 艺 术 成

就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古意新境—刘广的中国画创作
邵大箴

山居四景之一（国画） 全国政协委员 刘 广 作

常朝晖的作品既寄寓了山水怡情

的情思，又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性。

他的创作多以新时代的田园风光为主

题，描绘乡村田园的静谧、祥和氛

围。画面中的山川林木、飞禽走兽皆

是生灵，村屋农舍与人物的描绘处于

一种自然祥和的状态。他笔下山水多

以小青绿着色，呈现一种诗意化的审

美意象。

中 国 传 统 青 绿 山 水 的 色 彩 观 与

阴阳五行说有密切关系，有丰富的

概括性与象征性，蕴含着中国传统

的哲学思想。常朝晖在继承传统色

彩 观 念 的 基 础 上 ， 不 断 推 陈 出 新 。

他的山水画将“色”与“墨”分开

而 论 ， 一 是 不 以 “ 复 古 ” 为 目 的 ，

墨 画 要 抓 住 线 稿 和 墨 色 的 基 本 功 ；

二 是 提 倡 “ 以 情 运 色 ”， 将 感 情 注

入到色彩渲染之中。

常朝晖参加第十三届美展进京展

览的作品 《在希望的田野上》 是其代

表作，描绘了新时代新农村的美好景

象，蕴含了新时代的生态意识与文化

气息。画面以水墨勾染与小青绿晕染

相结合，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随类

赋彩”，呈现出新的视觉图式与语言

形式。作品不仅承载了传统山水画怡

情悦性的审美功能，更多的是体现了

画家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常朝晖重笔墨之韵，他追求青绿

山水的尚简风格，认为“玄色”是造

化自然的本质颜色，作品保留了水墨

本色，以小青绿为点缀。他以墨韵归

纳山石的层叠变化，用浓淡干湿表现

物象层次。与中国传统小青绿山水不

同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以中国

传统水墨观为基础，融入西方的色彩

理念。整幅画面不仅运用石青、石绿

还原自然山水的意境之美，而且结合

山石的结构，施以重彩，诸如赭石、

朱红等色彩的晕染，使得画面呈现出

鲜亮夺目、气象磅礴之势。常朝晖画

中的敷色多有“厚重”“浑整统一”

“色墨交融”的效果。画面的山树多

运用湿染法，以墨色渲染为主，遂用

青绿逐层渲染，最终融为色墨一体。

在染色的过程中，他按照山体结构层

层晕染，设色是在墨色基础之上进行

平涂式的装饰，不影响墨色的表达。

常朝晖非常注重墨稿的严谨度，

强调“笔力”的重要性。笔法和皴法均

以墨为主，尤其画山林树木时，在继承

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融合变通，重新建

构笔墨与敷色的关系。他在笔墨结构上

强调勾勒与轮廓线，突出线条的走向与

虚实关系，不断融合皴擦的厚度，尤其

体现在山石的表现手法上。画面中的山

石以干枯笔略勾勒，追求线条与色彩的

巧妙融合。他以“空勾无皴”的创作技

法，用墨线勾勒石头、树干、山峦的结

构，不刻意添加皴法，用墨色的厚重表

现出树干的苍老和厚润。

创作 《在希望的田野上》 时，画家

在感知自然万物时达到一种“虚静”的

状态，面对自然山川的景色，他更强调

“人”的自觉。如宋代郭熙提出的“身

即山川而取之”一样，常朝晖在创作这

幅作品的时候先后几次深入美丽乡村

进行生活体验与写生创作，观察乡村

自 然 的 景 色 以 及 老 百 姓 的 生 活 状 态 。

他对于田园自然的讴歌，源于儒家文

化的生态观念，从田园自然之间寻找

一种内在精神生态，体现出一种栖居

家园的生态情怀。 （文章为节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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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梁素海是我国第八大淡水湖、内蒙古

水资源基地、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蒙语

的意思是红柳湖，登高远眺湖面犹如一面镜

子，映衬着蓝天白云、阴山山脉的壮美。作为

中国林业美术家协会理事的曹晓宝为创作 《乌

梁素海湿地》 这幅油画作品，专门学习研究了

推进乌梁素海生态建设方面的相关材料，由了

解而心生创作激情。曹晓宝谈到创作灵感时

说：“乌梁素海是个神奇的地方，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标杆。诸多往事赋予了这片湖、这片草

原、这座青山乃至整个河套地区以旺盛的自然

生命力、人文生命力，给予我形象思维上的启

迪，成为我创作的源泉和力量。”

曹晓宝热衷创作生态题材油画，尤其喜

爱风景写生，20 多年来累计写生创作油画作

品 300 多 幅 。 基 于 丰 富 的 学 养 与 文 化 的 熏

陶，曹晓宝兼顾“再现”与“表现”的绘画

形式，对自然生态的观察建立在对审美对象

的审美体验之上，进行高于现实物象的艺术

概括，使其审美符号的艺术张力更多样化、

多维度。《乌梁素海湿地》 画面选取具有代表

性的场景，在造型语言上聚焦要素，避免面

面俱到的全景式平叙。清澈的湖水，分明是

鱼儿的伊甸园；湖畔的草原，那是牛马羊的

家园；金黄的水葵、茂密的森林、悠悠的蓝

天白云，处处印证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态文明理念。

色调柔和是 《乌梁素海湿地》 的一个艺

术特色。曹晓宝在创作这幅作品的过程中，

用材“五色俱全”，但反差并不过分，色彩色

调平和，黑、白、灰使用得当，以自然过渡

彰显题材特性。善于使用不同的颜色温和表

现不同物体的本相，相对于使用大的色块制

造视觉冲击力，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

色彩饱和度是 《乌梁素海湿地》 的又一

个艺术特色。一般西方油画色彩的饱和度往

往 偏 高 ， 曹 晓 宝 在 创 作 中 不 过 度 强 调 饱 和

度，便于物象体积感、质感、观感的表达，

作品整体给人以融合感、立体感。

色 彩 的 聚 合 度 得 当 是 《乌 梁 素 海 湿

地》 的 第 三 个 艺 术 特 色 。 曹 晓 宝 善 于 运 用

色彩技法，以合理的色彩明暗对比、色调的

冷暖变化，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聚合艺术视觉

的效果。

曹晓宝笔下的乌梁素海湿地
白煜章

乌梁素海湿地（油画） 曹晓宝 作

山居四景之三 （国画） 全国政协委员 刘 广 作万代长春 （国画） 全国政协委员 刘 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