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李可染成就：

“他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对景写

生”

在王乘看来，此次到略阳写生的意义关
系到李派山水的写生体系和李派山水在近
现代及当代对中国山水画的传承与发展。

“我有一篇文章叫《桥》，中心概念是黄宾虹
在中国画的发展历程中搭建了一座由传统
意境迈向现代意境的桥梁，第一个走过这座
桥的人就是李可染。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
的过程中，曾经形成了中国美术发展的三条
道路：全盘西化；中西合壁；完全地遵循中国
传统的规律去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这三条
道路都出现了成功的案例。其中，李可染把
中国文化的主体和西方的文化结合在了一
起，创造出了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山水画意境
表现，在中西合璧的道路上逐步走出了一条
光明大道。其后，可染先生的学生们沿着他
的理念不断深化与发展，逐渐形成了“李派
山水”，创造了独特的美学理论，其美学理论
中间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意境的表现。”

传统绘画营造的意境大部分是文人的
意境，即诗情画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外延
精神空间的不断放大，是主观的，超越的，甚
至是玄之又玄的。而李可染给我们带来的是
现实的、身临其境的意境，他一下子可以把
观众拽到他的画里面，真正实现可行、可望、
可游、可居。他本着“为祖国山河立传”的艺
术理想，前后进行了三次大的写生。“略阳城
是他1956年写生的地方 ,也是他第二次写生
活动，这与第一次写生有了比较大的区别。
在他首次写生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到水彩画
的痕迹和西方风景画的影响，而随着可染先
生坚持不懈地行走在祖国山川之中，受到祖
国山川这种人文观照的影响，开始把水彩画
的色彩关系与西方风景画的透视关系逐渐
合并包容，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对景
写生，随后他走重庆、万县，特别是到了略阳
以后，逐步形成了写生的成熟期，创作了《夕
阳中的略阳城》这幅代表之作。”王乘说。

■谈写生感触：

“追寻大师足迹的同时要创造新的意境”

而此次到略阳写生，即是王乘及其学生
坚守中国画对景写生、对景创作的一次实
践，也是期望在追寻大师写生足迹的过程中
和体验大师对自然感受中的不断成长。当
然，追寻大师的足迹并不等于模仿和抄袭大

师，而是在大师的足迹上发现新的内容，表
现出新的含义。王乘说：“到了略阳之后，我
们感受到蓬勃的生机和在毛毛细雨滋润下
万物的生长，真是万物皆绿，雨润山青，总的
印象略阳城是青色的，而并不是可染先生笔
下笼罩着极强烈的、秋意的、黄昏中的略阳
城。所以可染先生的艺术表现首先是主观
的，他把主观营造气氛的能力做到了极致，
把一个植被丰盛的地方画成了一个萧疏荒
寒的意境，在这种萧疏荒寒中一缕夕阳又让
人感觉到一种暖洋洋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
当中，一群劳作的人们归程了。这样的意境
之美，让我体会到大师非凡的造境能力。我
们遵循艺术是在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不断发
展的规律，强调自然与自我的共通与悟化，
1956年可染先生营造的意境在现场已经找
不到了，我们应当寻找新的尝试，面对自然
去表达自己最深刻的感受，营造新的意境，
尽力展现雨中的略阳城，营造出清新滋润、
雨润山青的新意境。这就是在追寻大师足迹
的过程中一定要发现与他不同的地方，如此
才有可能重溯大师之路，慰藉我们的前辈。”

■谈艺术理想：

既要传承大师，也要发展大师

作为李可染先生的再传弟子，如何传承
和发扬李可染先生的艺术主张呢?王乘认
为：李可染先生是中间道路的最大受益者，
也是这条道路走出来的最厉害的一个人，他
有四句话可以代表他的艺术主张 :“东方既
白”。这是他对民族文化具有强大自信心的
表白，也是对中国作为东方深厚文化的代
表，大的哲学环境和大文化环境产生的艺
术之美的一种自信。第二个是“实者慧”。真
正老实的人是聪慧的，可染先生一直在说

“我不依靠什么天分，我是困而知之，我们
是苦学派”。聪慧的人一定有牛的精神，脚
踏实地，这样的人才是大聪明者，所以“实
者慧”是他践行一生的艺术之路。第三个是
他对学习方法的重要观点。学习传统要“以
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
来”。第四个是“为祖国山河立传”。只有具
备这样理想境界的人，只有这样爱国、爱民
族、爱中华文明的人，才有可能表现出大气
象。“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说‘取法乎上’，不
是说你在学习的时候要做到多少，而是你
在立志的时候就要有远大的理想，我们一
定要实现可染先生没有实现的理想，也是
中国绘画的终极理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既
传承他，也要发展他。” （贾佳）

重重走走李李可可染染写写生生之之路路
王乘谈山水画对景写生的继承与发展

回族，祖籍河北沧州。1994年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山水
专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7
月毕业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中国
山水画研究方向并获硕士学位。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艺
术培训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
学画院副院长，王乘艺术工作
室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山画会副秘
书长，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长
城书画院常务理事，文化部青
联委员，文化部青联美术委员
会副秘书长，荣宝斋画院、新疆
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国家一级
美术师。作品多次获国家级奖
项并被多家媒体报道，出版有

《王乘山水画作品选》、《王乘写
生作品集》、《二十一世纪具影
响力画家个案研究-王乘》、《王
乘写意山水画集》、《林泉高致-
王乘卷》等多本个人画集。

┮王乘

王乘生于贵州,在河北长至8岁又回到贵州,后考至杭州国美进行学习，吸
收南北山水之精粹。其父王振中为我国著名画家，上个世纪60年代毕业于中
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承李可染、李苦禅诸先生,而王乘作为王振中先生的
亲传研究生，也延续了“李派山水”浑厚朴茂、意境清新的艺术风格。今年十
月，受汉中蜀汉画院特别邀请，王乘与工作室40余名师生组成了写生团，先后
赴汉台、留坝、略阳等地，重走了上世纪50年代李可染先生在略阳的写生之
路，情景对照，让王乘感受更为不同。

▲雨后略阳城 46x68cm

▲华阳古镇 46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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