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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写意意花花鸟鸟画画中中的的生生机机与与禅禅意意
当代写意花鸟画家赵紫林、黄三枝将于8月来济交流

人们历来对大自然
就怀有深厚的感情，自
然界中的一花一木、一
虫一鸟都会由生活的关
联演化为艺术的表现。
其中，写意花鸟画具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
的艺术传统，融诗、书、
画、印于一炉，将“触目
横斜千万朵”的自然景
物浓缩在“赏心只有两
三枝”的艺术形象之中。
画家借花鸟形象来表达
主观意念和审美追求，
表现出大自然的无限生
机和人类真挚美好的情
感。8月14—17日，“赵紫
林花鸟画作品展”、“黄
三枝画展”将同时亮相
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
心，向人们分别展现写
意花鸟画中的勃勃生机
与无限禅意。

赵紫林的作品里不乏春华秋实、夏荷冬
梅的题材，他的作品着意于自然界的生机律
动表达的是植物里那些灿烂焕然、生机郁勃
的新意趣，没有以往花鸟画的冷逸、萧疏和
寂寥。赵紫林的作品是属于现代人的，那些
常见的瓜果树木，充溢着生机活力，也显现
着当代社会中的某种欣欣向上的“正能量”。

赵紫林的作品，从形式角度看，布局大
度，笔墨雄浑，取象简约，笔法稳键而又灵动
多变。他运笔朴拙，线条流畅，突出了“写”
的韵味，运笔用墨能顺其心境自如伸展。他
的画内涵丰富，意趣浓郁，格调高雅，寓意
深刻，个性鲜明，自成面貌。这样的写意花
鸟画，洒脱自然，让人看后悦目赏心。从他
的艺术个性和笔墨表达而言，其沉稳憨实
中透着一股生拙老辣韵味，达到了写意画
的高境界。赵紫林如此分析自己的作品：

“我的作品是以意为象，因心造景。注重写
意，用自己的理解和感受从事创作。把描写
的自然之物，运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和表现
手法，或赋、或比、或兴，表达内心世界对禽
鸟花木的独特情感。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
够让人体会到更深刻的寓意，在不经意的境
界中，感受到这个时代蓬勃向上的脚步，得
到潜移默化的审美享受。”大、整、厚，是赵紫
林对艺术的追求，这个“大”，是意境大，“整”
是画面的整体或繁或简的笔墨控制，而“厚”
则是造型的浑厚。赵紫林以意境造型，不装
腔作势，不趋炎附势，用自己的艺术感悟和
审美观念表达自己的内心。

赵紫林国画作品展：

徽徽派派绘绘画画展展示示冷冷逸逸高高古古““范范儿儿””

“第六届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会”
除却多位艺术家和多家艺术机构的支持
外，还与《合肥晚报》、江淮书画院建立了
合作关系，届时，“徽墨精神·安徽中国书
画名家山东邀请展”也将首次来鲁展览、
交流。

安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文化积淀
深厚的省份。明末清初之际，徽州区域的
画家群和当时寓居外地的主要徽籍画
家，善用笔墨，貌写家山，借景抒情，表达
自己心灵的逸气。他们在画论上提倡画
家的人品和气节，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
冷，具有鲜明的士人逸品格调，在十七世
纪的中国画坛独放异彩。此外，一批明末
遗民的画家们组成了“黄山画派”，他们

“不求闻达，一室之外，山水而已”，对功
名已渐淡薄。这种隐于书画的执著精神，
对当时的画坛和后来的山水画都产生了
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也为安徽的艺术发
展积累了深厚底蕴。

不论渐江、查士标、程邃还是汪之
瑞、孙逸、戴本孝等徽派画家的水墨语
言，他们所表述的境界，大都在一片寂寥

淡泊的世界中，尽管画家有着充分的主
观自由和激情，但似乎只有淡远萧疏、
虚静空无，甚至寂寥寒冷中才可超然
尘俗之外，呈现客观自然的真性情。当
然，这种情致也影响和培养了安徽一
代代的画家作品中冷逸的性格，能以
其寥寥数笔而意足境远，画面中脱俗
的空灵透析着艺术家们特有的冷峻与
孤傲。

据此次展览的策划人———《合肥
晚报》江淮书画院秘书长金先生介绍，
此次展览聚集了安徽省美协副主席丁
寺钟、安徽省美协理事徐若鸿、安徽省
文化馆画家王永敬、安徽省书协驻会
副主席王亚洲、安徽省书画院专职画
家张洪、安徽省文史馆书画研究员陈
廷友等15位艺术家，涵盖了书法、花
鸟、人物、版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十分
丰富。这些画家是安徽省内十分活跃且
十分具有知名度的画家，他们的作品形
制精美，题材多样，色彩丰富，充分展现
了新一代徽派画家对自然事物的独特认
知与表现手法，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方

尺小品，作为表现性艺术，传递的是一种
诗意的情绪，以唤起观者广泛的联想和
诗意的美感体验。如右图安徽省美协理
事徐若鸿的《清莲图》，造型夸张，表现立
体，融入了很多西方式构图，色调灰白中
带着一抹清荷的娇艳，十分和谐。尤其引
人注目的是：画家在表现瓷器花纹以及
背景等物件的处理上，似乎融入了较多
徽州木雕艺术的图案元素，使得作品中
的静物形制端庄，摆放得当，优雅生动，
透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

谈到此次展览的意义，《合肥晚报》
江淮书画院秘书长金先生表示：此次能
应山东省文联、齐鲁晚报的特邀，15位
安徽中国书画名家拿出自己的精品，
在齐鲁大地上展现他们作品中独有的
徽墨精神，这是安徽省书画创作代表
首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艺术品博览
会，是一件艺术交流的盛事，期待能在
徽鲁名家的相互交流、碰撞中，实现艺术
上的共同提升，也希望能通过齐鲁晚报、
合肥晚报的媒体联动平台，为两地名家
的艺术推广做出积极贡献。

1961年毕业于山东艺专美术系。教
授、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紫林美术馆荣誉馆长；1990年赴中
国画研究院举办个人画展；2012年赴中
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2008年“紫林
美术馆”落成开馆；1991年由《今日中
国》出版社编辑出版第一本专集；2012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大型精装
本《赵紫林画集》；

2013年第10期《美术》发表专题，刊
登邵大箴教授文章：《豪放激情在自由
抒写中——— 赵紫林的花鸟画》，随发画
作11幅。2011年国画作品《春意盎然》被
人民大会堂收藏，2013年国画作品《长
青》、《松舞婆娑》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皂编者按

黄三枝，1959年生，又名黄怀宁，
号山之。毕业于中国美院，获南京大学
美术研究院艺术硕士。现居北京，职业
画家。

黄三枝画展
黄三枝生于宁夏，地域的偏僻，生活的坎坷，

并没有改变他对花鸟画艺术的信念和求索。在创
作中，黄三枝强调运笔施墨新鲜活泼的性情化与
灵感性，画中笔墨飘逸，灵动多变，运笔潇洒，虚
实相间，浓淡相宜，颇具笔致魅力与技巧。他的简
笔花鸟高古、清逸、洁净、含蓄，用水很活，注重心
灵与外物相交的感发作用。静观黄三枝的花鸟
画，平静安详，始觉花香，生发出一种“禅”的意
境，让人观后，不免会想起“曲径通幽处，禅房花
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的诗句来。在他
的写意花鸟画中，仿佛能看到坛花疏影，孤鸟清
声，色彩纯粹的花冠静静盛开，像是落尽繁华后
留下的世界：空明疏朗，清雅静逸，无半点尘世流
俗之气，使人观后有静心、清心的愉悦之感！

黄三枝在采访中谈到创作，认为：作画遵循
“清、厚、奇、古”四个字。清是清气，笔墨苍润，书
画协调，气息极高，出自传统的一种清气和韵味。
厚则是沉着厚重，端庄素雅，没有媚俗之态；奇就
是画面尽情挥洒中的惊喜之笔，有若神助，有意外
机趣；古就是正本清源，从传统中生发出来的，拙朴
之气，淳厚朴拙，有稚气。但古拙并不是怪诞，否则就
堕入了野狐禅之流了。黄三枝注重画面的灵动和禅
意，在他看来，作画不但要笔笔生发，还要笔笔生意，
笔笔生趣，笔笔生动。所以他的作品笔法森严，张驰
有度，无论粗细、浓淡、干湿、枯润，都充满灵动和
某种摆脱世俗的超脱之感。

徐若鸿，1957年出生于安徽淮南。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安
徽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安徽省书画院专职画家，安徽省
文联国画创作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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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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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名家将首次来鲁举办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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