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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谈杨东平青绿山水画的艺术特征

当当代代工工笔笔山山水水画画的的困困境境与与突突破破

相对于当代工笔人物画、花鸟画的
复兴与繁盛，工笔山水画的发展似乎滞
后一些。当代中国工笔人物画、花鸟画对
于我们视觉的不断刷新，一方面来自于
审美对象的改变(如都市人物形象)或题
材的扩展(如热带雨林花鸟)唤起艺术主
体的创造激情，另一方面则是写实观念
与技巧的植入和新材料的拓展与运用为
这些新的审美对象的表现提供了新的呈
现方式。而工笔山水则不同。尽管写实观
念与技巧的植入和新材料的拓展与运用
同样适用于工笔山水画，但当代工笔画
家对于自然山水这个审美对象并没有太
多的视野拓展。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物与
花鸟的形象都在当代日益都市化的社会
变迁中让艺术家不断获得了更加丰富而
深切的审美体验，唯自然山水却在社会
的都市化进程之中越来越远离人们的视
线。在某种意义上，不论今天创作的写意
山水还是工笔山水，都不是艺术主体直
接感受到或体验到的自然环境，而是隔
着都市文化的审美心理对于自然的远
望，是对于造化的虚拟与想象，甚至于是
对远古笔墨山水的复制与仿效。如果说
写意山水画因笔墨的独立审美价值与个
性化诉求的现代性转换而表现出其无限
行进的空间，那么，当代工笔山水画尚须
在色彩语言与现实空间、工笔与写意的
现代融合以及自然山水视野的拓展等诸
多方面予以整合与发掘。

青绿山水画无疑是传统工笔山水画
的主要表现方式，但近现代以来中国画
的历次变革运动都极少涉及对青绿山水
画的探讨。甚至于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
画的发展历程中，青绿山水画也因冷遇
而难以为继。故而，当代工笔山水画的振
兴首要的是继承和发展青绿山水画。青
绿山水画是重彩工笔画，一方面，它显示
了传统中国画对于厚重颜料在山水画领
域的运用，另一方面则表明即使是注重
色彩运用的工笔画对色彩的处理也是简
约的方式，仅仅通过石青、石绿和绢本浅
降底色的互用便可以涵盖自然造化的神
奇变幻。可见，传统工笔山水画并非真正
地追求山光水色的自然描绘，而仍然追
求色彩的假定性对于心境的呈现。工笔
画的青绿其实就是写意画的笔墨，青绿
山水只不过是中国画写意性的另一种表
现形态。

在某种意义上，青绿山水画这种简
约的色彩更容易在当代工笔画的色彩观
念下增容，并形成更为丰富也更富有质
感的工笔画色彩谱系。当然，色彩的简约
依然是工笔山水画的精髓，而且这种简
约和今天对于水墨媒材的概念扩大更容
易相得益彰地结合起来。或许，这种色彩
观念和与水墨媒材融合的运用，才能真
正增强当代工笔山水画的表现力，进而
促进工笔山水画审美视野的开放与拓
展。

在当代屈指可数的工笔山水画家
中，杨东平以青绿山水画而著称。他的青
绿山水画得益于宋画的精工富丽，设色
浓艳而不华贵，构图恢弘而不虚空。如果
说宋代青绿给予他的是谨严整饬，那么
渗入文人意趣的元代青绿则让他追寻古

意高远的境界。这形成了东平工笔山水
画清新古雅的格调。

其实，工笔与写意都只是相对的概
念。如果没有工笔的基础，写意也往往失
之粗率；而没有写意的基础，工笔也常常
缺乏灵动。在画青绿山水画之前，杨东平
一直从事水墨写意山水画的创作。从他
获“2007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最高奖的

《闽山闽水》中，不难看出他在水墨写意
山水画上取得的成就。画面上灵动透脱
的笔墨和幽然深远的峰峦，揭示了他对
于传统笔墨的感悟与把握。如果没有工
笔的功底，《闽山闽水》那云烟涌动的重
峦与嘉木繁茂的幽谷绝对不会控制得如
此缜密精到。而他的《千古武夷》系列则
在渲染石青石绿的同时，也以写意的勾
皴表现了山石的结构与皱褶，更为重要
的是，他的工笔青绿山水画所散逸出的
那种闲适超迈的心境。这形成了他工笔
山水画厚重而不凝滞、富丽而不浮华的

审美品质。也正因为写意笔法带来的透
脱，他才能将石青、石绿、朱砂、铅白和水
墨浑然一体地整合在画面上。

如果说在当代工笔山水画差强人意
的创作现状中，杨东平的不俗表现每每
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话，那么这种
不俗之举不仅仅来自他出入于宋元青绿
之间、不仅仅来自他往复于精工意写之
度，而且得益于他对自然山水的真切感
悟与深切体验。他生于闽，养于闽，也成
于闽。他画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
来自闽山闽水对于他的滋养与纯化。故
而他才能画出“千古武夷”、“永远的武
夷”。

可见，当代工笔山水画不是没有开
垦创造的空间，而是缺少真的魂魄，缺少
承前启后的大师名家。我们期待杨东平
更为深远的修为与探索。

福建省政协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福建省
画院院委、创作学术部主任，福建省青年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福建省青年画院副院长，福建省工
笔画学会副会长，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

▲雨后青山 68×68cm

▲云横九派 138X68cm

▲溪山晴云图 69×69cm

▲永远的武夷 220×145cm

▲日出东方 中南海收藏 230X150cm

◇杨东平

●尚辉（艺术史学博士，中国美协理
事，《美术》杂志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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