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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支持：曹州书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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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德领

1970年，16岁的王和平到云南当
兵，负责黑板报、墙报等，当时就对竹
子有种莫名地偏爱。“老家有竹子，部
队的附近也有竹子，每次想家时就对
着竹子，听风吹竹子的沙沙声。”

“1976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在
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芥子园画谱》，
令我爱不释手，有时上基础课都看，不
时临摹涂画。”王和平说，由于图书馆
规定一本书最多只能借3个月，只能借
了又还，还了再借，直到毕业。工作后
第一月的工资便买了《芥子园画谱》，
一直保留到现在。

“因少小离家，每次在红河山边、
哀劳山边看到竹子，都会想起家乡，想
起母亲，对竹子有一种独特的情愫。画
竹之初，也是一种缅怀和精神的寄托，
而这种情怀一直促使我坚持到现在。”
王和平说，在竹子身上，也看到了虚怀
若谷的品格、顽强的生命、做人的原
则，它的挺拔洒脱、正直清高、清秀俊
逸也是中国文人的人格追求。

1981年，王和平转业之后，师从著
名画竹名家杨冠芬、吴东魁，之后又拜
董寿平、娄师白为师，亲授画竹之法，

摹古今竹谱，观竹象、觅竹韵，常年不
辍。

“喜欢风竹，喜欢跃然于纸上的灵
动感和神韵。”王和平说，对于竹子，他
有一种敬畏感，故乡有竹子，哀劳山边
有竹子，复旦校园有竹子，后在济南工
作的地方也有竹子，每次看到竹子都
有一种亲切感，一种来自于家乡故土
的情感。由于喜欢竹子，济南但凡有竹
子的地方，都留下过王和平的踪迹。有
时坐公交车看到竹子，都会在站牌停
下，原路返回，站在竹子旁端量半天。

“竹子本身就是积极向上，正直不
弯，淡泊高远，虚心明志而不贪婪，情
采飞扬而不跋扈，品位高尚而非低
俗。”王和平说，现在也朝着形态上追
求，神韵上图索，力争自己的画作不落
俗套，不那么平庸。“最喜欢‘大风起兮
竹飘扬，本色不改根不移，其志仍在碧
云上。’”

从临砚伏案到竣笔，整个过程是
一种心灵调适，更是一次心迹的旅行。

“我推崇画中有诗，形神兼备，气韵生
动的艺术境界。画竹追求形式美，构图
线条水墨等要对立中求和谐，水墨运
用有力度，画面语言有纯度，突出重点
有靓度；意境美则通过虚与实，浓与

淡，动与静诸元素的组合与融合，引发
观者联想翩翩。”

古人云：“画到白头难画竹。”越是
简单的，就越是丰富的。呈现于纸上的
墨竹，外人看起来很简单，但竹子的
干、节、枝、叶对笔墨线条的要求是很
高。“胸中之竹长在，同时又常常被手
中之竹取而代之，提笔先画竿，之后布
枝、添叶。”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和平对家乡
的思念与日俱增，多次梦到家乡的竹
林，有时还能寻觅到竹林七贤的踪迹，
或邂逅倾国倾城、能书善画的管夫人。
出于游子的情怀，准备于4月底在老家
举办画展，献与父老任评点。为避免竹
画单调，还约了中国美协会员王传俭
先生搞联展。

王和平说，画竹者不在其数，但对
于竹根却很少有人提起，唯有一幅元
吴镇的墨竹图，形如竹根，貌似苍竹。

“看到竹根让我想起母亲，其默默付出
的精神特征完全吻合，之后跑了济南
十多处竹林寻找其影，观其尊容。我想
将她从地下请出来，推上画坛。借此探
索母亲的胸怀，无私无言无求无欲只
有奉献的精神。成功与否，我不在意，
只是释放自我情愫。”

疏疏竹竹韵韵浓浓 墨墨短短情情长长
——— 访墨竹画家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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