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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探索，爱的追忆
——— 王竞艺《往事》系列品读

趣谈古今“画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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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入 2 0 1 2 壬 辰 龙
年，舞龙灯、赛龙舟的传
统民俗，拜年问好中的

“龙马精神”、“龙腾虎
跃”等成语，与“龙”有关
的方方面面均成为人们
茶余饭后的热议内容。
龙，作为一种独特的文
化、精神、情感渗透于我
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成
为 国 人 为 尊 为 荣 的 图
腾。而中国的龙画是从
何而来的？画龙的高手
又都有哪些呢？新年伊
始，笔者跟大家一起畅
谈一下中国绘画史中龙
画的奇闻轶事。

早在8000多年前，兴
隆洼文化的查海遗址发
现了中国最早的龙形图
案，至此，我们找到了龙
的原型。纵观龙画的发展
史，龙的形象在“汉唐时
多呈兽形，宋以后渐变为
蛇形”。相传，最早画龙之
人是“叶公好龙”中的叶
公，虽然在刘向的《新序》
中，叶公成了口是心非的
虚伪之辈，但他擅画龙确

有此事。之后，三国时的
曹不兴曾为吴主孙皓画
过《青溪赤龙图》，画卷传
到了南朝刘宋，文帝在位
期间，干旱成灾，以此画
置于水上祈雨，顿时大雨
倾盆，虽为传说，但足见
其画龙之传神。后又有东
晋大画家顾恺之善画龙，
传其所作的《洛神赋图》
中，云车前有六龙并驾，
另有一龙从水中跃起，颇
有气势。说起中国历史上
最富传奇色彩的画龙高
手应该算是南北朝张僧
繇。据唐朝张彦远的《历
代名画记》记载，张僧繇
在金陵安乐寺画了四条
白龙，画完后，却不给龙
点眼睛，说点了眼睛龙就
会飞走。众人不信，非让
他点。结果，画完眼睛的
两条龙飞天而去。从此，
张僧繇声名大噪，“画龙
点睛”的成语亦流传至
今。

若想见得龙画之真
迹，当推南宋陈容的传
世名迹《九龙图》，现藏

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画卷中，“飞龙腾跃盘旋
于云天之中，须目贲张，
足爪奋攫，云气缭绕全
身，身躯时隐时显，具有
凌云驾雾的磅礴气势”。
可以说，这件古代龙画
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
宝，至今很多画龙者仍
沿袭他的画法。再看近
现代画龙高手，不得不
提及常州的房虎卿，擅
绘墨龙，与画虎的张善
孖齐 名 ，有诗评 价 之 ：
“善孖虎与虎卿墨龙可
谓二难并。”以至齐白石
大师也 画 过 一 幅 龙 图
(现存德国汉堡博物馆)，
其画风颇似虎卿。

有关于画龙的理论
也仅见于北宋董羽的《画
龙辑要》，提出画龙要注
意“三停”、“九似”，归纳
为“自首至项，自项至腹，
自腹至尾”和“头似牛，嘴
似驴，眼似虾，角似鹿，耳
似象，鳞似鱼，须似人，腹
似蛇，爪似凤”，成为画龙
的法则和形象注解。而

后，宋代画家郭若虚在
《图画见闻志》之中也略
有提及。宋以后，尤其是
明清，龙的形象标准基本
形成定式，并有了一套程
式化形式。

从古至今，相比于
虎、马等动物，专门画龙
的画家并不多见，笔者认
为有其中几个原因：其
一，千百年来，龙为帝王
和统治阶级所专有，封建
制度下的森严等级，是不
允许普通百姓画龙、挂龙
画的；其二，龙代表的是
权力、地位，与很多文人
雅士所崇尚的恬淡雅致、
与世无争的追求有些许
出入；其三，龙是智慧的
中国古人所虚化出的形
象，若想把龙画的尽善尽
美，实在难以为之。从年
前本报举办的“国粹生肖
贺新春——— 中国书画名
家生肖作品展”中看到，
十二生肖中，画龙者确实
不多，这估计与原因之二
三有些关联罢。

(刘莹莹)

窦凤至水彩画展将在
青岛举办

本报讯 窦凤至水彩画
展将于2月21日至3月7日在青
岛奥帆基地帆船俱乐部举办，
此次展览是围绕克利伯环球
帆船赛这个主题，由青岛市重
大国际帆船赛事(节庆)活动组
委会办公室主办 ,共展出作品
30余幅。

窦凤至曾留学于俄罗斯
列宾美院，现为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旅俄华人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山东水彩画会副秘书
长。近年来，窦凤至非常关注
各种帆船赛事，创作了一大批
帆船水彩画作品，希望通过这
次展览能够展现青岛帆船之
都的魅力，能让更多的人喜爱
和参与帆船运动。

征征稿稿启启事事

《齐鲁鉴赏》书画专版是为
服务书画界仁人志士、书画爱好
者和广大读者而设立的一个新
闻与艺术相融合的交流平台，其
内容具备专业性、知识性、导向
性等特征。为进一步丰富版面内
容，使报纸进一步贴近读者，增
强交流互动，《齐鲁鉴赏》书画版
现面向广大读者广泛征集书画
艺术新闻、评述趣谈类稿件，优
秀稿件一经采用即可在《齐鲁鉴
赏》书画版刊登。欢迎踊跃投稿！
征稿内容：书画艺术评述、趣谈
及艺术类新闻消息等。
征稿要求：来稿字数在2000字以
内，文字及配图请用电子邮件的

“附件”投寄，并注明联系方式。
电话：0531-81758610
邮箱：qlwbshy@163 .com

《往事》系列是人物画家王
竞艺的又一部分新作。他以富有

“爱”的亲人为原型，构思下笔探
求至真至美，表现出自己心目中
民国女子的形象。可以说，美人
一颦一笑，莫不是他的心血结
晶。

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之美
记：《往事》系列的表现

对象为民国女性。您对那时
的女子有着怎样的认识？

王：美好的女子可以笼统分
为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两种类
型。在新思想不断冲击旧制度的
社会中，不同的家庭背景会培养
出不同气质的女子。大家闺秀一
般接受过较为系统的教育，一举
一动受到严格的行为约束和礼
教规范。她们往往自视甚高，不
会主动示爱，文绉绉以诗传情，

烈焰奔腾在暗流之下。处于大众
场合中，则凸显出沉稳、高贵的
气质；小家碧玉没有那么多规矩
的羁绊，追求爱情时一个俏皮的
莞尔，就会使心爱的男子心驰神
往。综合而观，小家碧玉最大的
特点是“秀而不媚，清而不寒”，
而大家闺秀最大的特点是“知书
达理，喜行不言色”。

记：您较倾向于二者中
的哪一个类型？

王：我较倾向于大家闺秀型
的女性。人们对女子的美丑判别
如同品评美酒，不同种类、口味
的佳酿会有不同的热衷者。我理
想中的大家闺秀是像薛宝钗那
样的女人，做人做事有明确的分
寸筹划，举止投足流露出端庄和
优雅。当然，人的审美会随着时
代变迁、年纪增长而发生变化，
比如我笔下的民国女子已不复
当时流行的圆润脸型，而改变为
自己比较喜欢的“鹅蛋脸”。这又
为“大家闺秀”增添了一些现代
美感。

《往事》源头
记：您上次提到，《往事》

系列创作的灵感来源于您
的祖母。

王：祖母对我有养育之恩。
她身上具有的大家闺秀风范，为
我所欣赏和敬重。但是，追忆毕
竟有些单薄，我的第一幅民国女
子题材作品是以岳母其人其事
为原型的。

我的岳母辛苦操持一辈子，
她任劳任怨、乐于付出的精神令
人感动。岳父突发脑溢血瘫痪在
床时，岳母不愿拖累儿女，执意

将他送回家中自己伺候。九年
间，她拖着羸弱的身体为岳父张
罗饭食、擦洗身体、清理便溺，不
断探医寻药，尝试各种偏方，直
至岳父能下地走路；身患癌症住
院化疗时，她依然能保持热心开
朗，甚至开导安慰病友。岳母逝
世的一段时间里，家中充满了哀
伤。我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她年
轻时的照片，有感而发创作了一
幅作品，并把岳母的经历题在纸
张左边的空白处，算是对她的纪
念。这张作品也成为我《往事》系
列创作的源头。

记：除此之外，您还为创
作做了怎样的“幕后”准备？

王：我在《老照片》等各类书
籍杂志和网络上搜罗了大量晚
清、民国时期的家具、服饰和人
物相片，研究了《民国往事》、《乔
家大院》、《大家闺秀》等众多影
视作品，对女人的服饰、妆容和
内心情感进行仔细揣摩。同时，
我十分注重观察生活，从生活中
发现美的造型，运用到自己的创
作之中。

表现心目中的民国女性
记：可以看到，您的这批

作品以水墨为主，色彩相对
简单清雅。

王：色彩的使用来自艺术家
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就像斑斓的
色彩、夸张的形式适合于表现现
代都市女性那样，我认为表现民
国女性可以多一些水墨韵味。我
喜欢用大量明快、轻松的水墨和
线，来烘托出女性身上单纯、清
静的特质。

记：和许多反映民国战

乱与动荡的作品相比，您的
作品较为细腻，更为注重精
神层面的表达。

王：是的。民国时期虽然社
会较为动荡，但人们的生活还在
继续。我虽不能把民国人物形象
刻画得淋漓尽致、面面俱到，却
能选取一点深入表现。这些女性
的眼神既迷茫，又透出对时代的
期盼；衣带宽解，却又姿态优雅
含蓄。这些出身大家、养尊处优
的闺秀们，生活并非只是表面上
的锦衣玉食，规矩举止。她们也
会在沐浴后轻解罗裳、顾影自
怜，观察玉体近来瘦耶肥耶？虽
然有人认为那时的女子没有如
此开放，但艺术毕竟高于现实，
我在画面上表达的是“我”对民
国女子的认知。（东野升珍）

王竞艺（王敬易）
1963年11月生于山东省济

南市，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
术系国画专业。现为山东省艺术
馆副研究馆员，专业画家，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

▲九龙图局部

《追忆》 136cmx68cm

▲《清辉》 200cm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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