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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金增友对传统文化
和仕女题材有种浓得化不开
的情结。他笔下的那些掩映
在芭蕉树旁的姑娘，总是如
此娴雅、静默，她们或手执油
伞，矗立雨中，或窗前闲坐，
斜倚春风，或白衣赤足，残荷
岸边轻采莲蓬，悠然自得的
气息中带着几丝自在与闲
愁。这是金增友自我精神世
界中对传统文化的品味和眷
恋，也是他在浮华躁动的当
代社会中，追寻静谧超脱的
艺术心境。

金增友善于把仕女人物
与代表东方文化的装饰物结
合在一起，利用能代表东方
文化及东方女性的红肚兜、
清花瓷器，木隔窗栅等来辅
助人物形象的表现，这是一
种东方对女性审美的含蓄特
质。金增友在这个富有文化
意味的水墨重彩人物画境界
中，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
进行定焦与体验，他试图通
过那精致的穿着、浓艳的色
调、幽深的境界和无声胜有
声的诉说，来寻找当下消失
殆尽的仕女情怀和宋词画
意。其画面外在美感的样式
背后，也透露着不可言传的
东方文化的传统意蕴。

临清金郝庄人，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
山东美术家协会会员。1987年毕业
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93年毕
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研究生班，被
国家人事部授予“中国画杰出人
才”。现为山东聊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硕士研究生生导师。

《 南 窗 系 列 一 》获 中 国 美 协
2000年全国中国画展优秀奖；《南
窗系列二》获中国美协新世纪全
国书法、绘画展银奖；《南窗系列
三》获中国美协新时代中国画展
优秀奖；《南窗系列四》获《国画
家 》杂 志 全 国 小 品 精 作 展 银 奖 ；

《南窗系列五》获中国美协第五届
工笔画大展优秀奖；《秋风无语》
获中国美协第六届工笔画大展优
秀奖 .数次入选中国美协各类提名
展并获奖。

金增友重彩人物精品赏析

仕仕女女情情怀怀的的诗诗意意追追寻寻

傅抱石，(1904～1965)，中国近代著
名国画大师,号抱石斋主人。早年去日
本留学，学习西洋美术技法。傅抱石崇
尚革新，力图做到中西融合。中年独创

“抱石皴”，笔致放逸，气势豪放，尤擅
作泉瀑雨雾之景；晚年多作大幅作品，
气魄雄健，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人物画
多作仕女、高士，形象高古。同时，傅抱
石还致力于中国美术史理论的研究，
著有《中国古代绘画之研究》、《中国绘
画变迁史纲》等。

这幅傅抱石的《湘夫人图》，高
105 . 2cm，宽60 . 8cm，是1944年傅抱石
所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图
是画家首次涉及“湘夫人”这一题
材，尤显弥足珍贵。据悉，傅抱石在
创作此幅名作时，正逢日寇侵扰湖
南，因与夫人共赏楚辞，见《湘夫人》
中的诗句，对国家的感伤，对时局的
担忧，对日军的愤怒之情一时汇聚
于心，便与夫人共同构思了此幅秋
风瑟瑟、落叶飘飘的《湘夫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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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充满诗意却又缠绵
悱恻的秋季里散步，秋风萧
瑟，黄叶飘零，便不自觉的想
起傅抱石笔下的湘夫人，她
一如千年前的优雅，默默站
在落叶飘飘的树下，安静悠
然，仪态万千。作为中国文人
墨客经常吟咏、描绘的悲情
女主角，千里寻夫，泪洒潇
湘，最终沉湖而尽，身上寄托
了最高的理想追求和最哀伤
的结局。

傅抱石笔下的这幅湘夫
人着力刻画了双眸，他先以
淡墨勾勒，渐渐加深，形成多
层次的墨色变化，让人看到
了她眼中的无尽忧伤。同时，
为了表现无形又无情的秋
风，画家以自然而流畅的线
条勾画出湘夫人衣纹边缘，
寓动于静，化无形为神韵，在
人和落叶的张力中获取了一
种情感上的迸发——— 叶子俯
仰向背，疏密有致，滑过人物
四周；人物静止生态，虽无动
作和明显神情，但正所谓“此
时无声胜有声”。丈夫都已离
开了，这几片秋风秋叶又能
增添多少哀愁呢？

古古怪怪脾脾气气真真性性情情

锱铢必较很“贪财”

齐白石生前的画卖得并不
贵。1 9 1 0年，吴昌硕给他定的润
格为 4尺 1 2元，5尺 1 8元，6尺 2 4
元，8尺30元，册页摺扇每件6元。
直到后来享有盛名，齐白石也没
把润格抬高。虽说润格不高，但
齐白石对钱却锱铢必较。据说，
他画虾就按只计算。一次，有人
请他免费多画一只虾，这只虾便
走了样，软软塌塌毫无生气。那
人有点奇怪，齐白石便说：“你要
添的这只虾是不在价钱以内的，
所以送你一只死虾子。”1921年，
齐白石从北京到长沙，碰到个老
朋友求画，此人被白石老人称作
李居士，初次求画不给笔金，老
人欣然画了给他。第二年，齐白
石 再 到 长 沙 ，这 位 朋 友 得 寸 进
尺，照样又拿着画纸来求画，并
且指定要画一条大鲤鱼，齐白石
依旧把鱼画好后差人送去，但在
上面题了一首诗：“去年相见因
求画，今日相求又画鱼，致意故
人李居士，题诗便是绝交书”，如
此率直，让人莞尔。

时冷时热脾气怪

诗人艾青是1949年在李可染
的帮助下拜访了齐白石，而后便常
去看望。有一段时日，艾青忙于公
务，没有去看老人。当他由李可染
陪着再到齐家时，老人一脸的冷
漠，问李可染：“你贵姓？”李可染忙
道歉：“我最近忙，没能来看老师。”

老人转过身来又向艾青撒气：“艾
青先生，解放初期，承蒙不弃，以为
我是能画几笔的，还常来看看，可
如今……”后在李可染的解围下，
老人的火气才平息。艾青最后一次
去看齐白石，是在1957年的秋天。
病中的白石老人躺在一张躺椅上，
奄奄一息。艾青握住老人的手问
道：“您还认得我吗？”老人缓缓睁
开眼睛，轻声说：“我有一个朋友，
名字叫艾青。”艾青不愿打扰老人
休息，起身告辞：“我会再来看您
的。”老人说：“你再来，我就不在
了。”果然，此次一别，两人竟成永
诀。时隔不久，95岁的齐白石便在
北京逝世。

白石老人很“自恋”

白石老人对自己的艺术是很
欣赏的。有次艾青在上海买了齐白
石的一幅二尺小画，画中一片松
林，气韵充沛。艾青将画拿给画家
许麟庐欣赏，许认为是赝品。艾青
不服，便拉他到了齐白石家里，请
齐白石鉴定。白石老人看过画，带
着几许得意悠悠地说：“这样的画，
别人是画不出来的。”齐白石九十
岁左右时有次画虾，一边画着一根
长长的须，一边对旁观的人说：“我
这么老了，还能画这样的线。”有次
外宾去访问，走后老人很不高兴，
随同的艾青不解，齐白石生气的
说：“外宾看了我的画，没有称赞
我。”艾青说：“外宾称赞了，您听不
懂。”老人说他要的是外宾伸出大
拇指。后艾青回忆这件事时，感慨
地说：“老人多天真哟！”

白石老人二三事

格艺海钩沉

>>知识链接

傅抱石《湘夫人图》

B072013年9月30日 星期一

编辑：何彦民 美编：魏雨涵 鉴赏·品读


	B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