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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人物

文文心心写写出出自自然然情情
马麟春笔下的花鸟世界

又名马林春，林春。1985年
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国
画专业。1987年结业于中央美术
学院国画系花鸟专业。现为山
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国画系主
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88年在山东艺术学院举办
马麟春画展。1994年作品《雪浴》
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1998年作
品《雪浴》获山东省青年美展一
等奖。1999年作品《雪野》获庆祝

建国五十周年山东美展铜奖。
2003年作品《雪霁》入选第二届全
国中国画展。2004年作品《暮雪》
获建国55周年山东省美展铜奖。
2006年作品《竹》获山东省五一文
化奖一等奖。2007年作品《乡情》
获山东省写生作品二等奖。2008
年作品《清风》获山东省五一文
化奖二等奖。2009年作品《家园》
获建国60周年山东省美展二等
奖。2013年作品《瑞雪》获“十艺
节”山东美术作品展铜奖。

◇马麟春

在山东艺术学院长清校区的花
鸟画教室中，马麟春正在给一群研
二的学生讲解作品，被学生们簇拥
着的马麟春严谨、认真，却又不失谦
和、热情，俨然已经和学生们打成了
一片，难怪说起他们的马老师，学生
们不住的赞叹。

师者之魄：
传承中寻找真谛

中国画讲求在传承中进步，花
鸟画更是如此，马麟春说，别看他现
在站在讲台上为学生们画范画、讲
画论，早年他也是在前辈艺术家们
的薪火相传中走上了艺术创作之
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马麟春考
入山东艺术学院，1986年又来到中央
美术学院学习，在那里，他遇到了对
他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 张立
辰，张立辰先生的绘画讲求立足传
统，在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他笔下
那种水墨淋漓、磅礴大气的写意精
神，深深扎根于马麟春的心中，不仅
如此，张立辰先生的教学方式也深
深影响了他，先生讲求诗书画印结
合，注重规律性教学，狠抓学生基本
功，让学生能够真正深入到中华民
族的传统文化中。如今，课堂上的马
麟春秉持先生的教育方式，将自己
对国画的理解与感悟传递给学生，
把握教学中的规律性：为一二年级
的新生制定标准，深入研究中国画
传统，发挥三四年级学生的个人特
点，引导每个学生形成个人独有的
艺术风格，而对于进入研究生阶段
的学生，则是制定计划，全面引导，

最终让学生真正在艺术圈子中找到
自我。

如今，教学任务虽然占据了马
麟春大部分时间，但是他坚信“教学
相长”的原则，他把花鸟画创作的技
法传授给学生，学生的想法同样也
带给他很多灵感，当老师的时间久
了，容易产生一种惯性，甚至是惰
性，容易拘于一种风格，而学生们年
轻向上，想法新颖，随时可以激发他
的创作灵感。

君子之风：
传统花鸟题材的坚守

说起花鸟画，很多人就会想起
“梅兰竹菊”，但这些传统花鸟题材
让画家们既爱又恨，因为它们入门
易提升难，容易流于俗气，很多专业
画家不愿意画，马麟春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兰竹等传统题材因为其美
好寓意深得老百姓的喜爱，梅花傲
雪绽放，象征着坚强、高洁，兰花与
世无争，象征着淡泊、高雅，竹子亭
亭玉立、四季常青更被历代文人墨
客所追捧，成为文人画首选题材，还
有牡丹，团团锦簇，雍容华贵，是人
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越是美好
的题材越值得画家去描绘、传播。多
年来，马麟春坚持对兰、竹、牡丹等
传统花鸟题材的刻画，师古人、师自
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

就拿四君子之一的竹子来说，
三十多年间，马麟春从未停止对它
的研究，几乎临遍历代大家的画竹
名作，“最早能看到的作品是五代李
夫人笔下的墨竹，之后宋代的文同

画竹‘以深墨为面，淡墨为背’、苏轼
初画朱竹，讲求神似，进一步发展了
画竹之法，元代赵孟頫绘竹则是以
书法入画，所得墨竹可谓借古开今，
明代夏昶的竹子近浓远淡，已接近
近代审美特点，到清初石涛，开始在
生宣上画竹，水墨感十足，大写意意
味浓厚，清代郑板桥的竹子则开创
小写意之风，‘一枝一叶总关情’，所
体现的君子气节为人称道......当然画
竹之能手还有很多，研究透彻，十分
重要。”同时，通过对古人画竹的系
统研究、探索，马麟春深谙“书画同
源”之理，他常年钻研书法用笔，在
画竹过程中，将书法的所有笔画都
融合到画面中来：一撇即成竹叶。点
节用隶书的笔法，叶子用楷书的笔
法，小枝用行书的笔法，枝干用篆书
的笔法。在他看来，与其说是画竹，
不如说是写竹。

当然，真正形成一种富有生命
力的创作，除了学习古人之外，更重
要的是在生活中观察。先不说竹子
品种繁多，少说也有几百种，单看长
在南、北方的竹子就完全不同，倘若
完全沉溺于古之画竹就不会得法。
像是早年马麟春去西双版纳的竹林
里采风，茂密竹林中，有的竹苍劲挺
拔，枝干过腕粗，还有的婀娜修长，
未有小指粗；有的三四片叶子即成
一组，有的竟是几十片叶子一组，这
就不能完全采用传统竹子的画法，
仔细琢磨、甄选之后，很自然的就会
形成自己的画法，创造属于自己的
笔墨意境。

文人之气：
动静相宜的美

面对生机盎然的自然之竹，马
麟春通过长期不懈的观察、体悟，掌
握了竹子的特性，以及在风晴雨雪
中的不同姿态，他尤其善画风雨、大
雪之中的竹子。看马麟春笔下的风
中之竹，仿若忽有一阵风过，竹叶被
吹向画纸的一端，摇曳着、挥舞着，
那种生机盎然之势随着风势而起，
他认为，这种动感十足的风中之竹
奋发着向上的力量，不畏艰难，彰显
着一种正能量；而他笔下的雪竹则
完全用墨色渲染出来，墨竹、白雪交
相呼应，更显单纯之美。马麟春回忆
说，画雪景源于1994年的一场大雪，
当时和画家张丽华一起去到济南南
部佛慧山的大佛头，雪后的山区完
全变了模样，看着天地间一片白雪
茫茫，心中异常兴奋，回去便画了第

一张雪景画———《雪浴》(入选第八
届全国美展并获奖)，之后又陆续

画了《雪野》、《雪霁》等一系列雪景
画。在这些雪景工笔画中，马麟春将
宋徽宗花鸟画中的工笔技巧融入作
品，以“雪”为载体，完成了他在那个
阶段的花鸟画探索。之后，马麟春进
一步钻研写意花鸟，纯墨色写意雪
竹、颜色绚丽的牡丹以及泼墨而成
的荷叶都成为他的笔下之物，就如
同他自己所追求的那样，画就画出
自己的风格，画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不被已有的成就所禁锢，才能得艺
术之精髓。 （刘莹莹）


雪
霁

▲幽香

▲春色

▲雪意


	C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