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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7年生于天津。天津美
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1968
年毕业于天津工艺美术学校。
1975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工
艺系装潢专业留校任教。1 9 8 3
年 任 装 潢 系 副 主 任 。1 9 8 5
年——— 1986年天津外语学院学
习日语。1 9 8 6年1 9 8 7年赴日本
学习广告设计。1 9 9 1年任工艺
系副主任、副教授。1994年任装
潢系副主任、同年破格评为教
授。2 0 0 0年任天津美院设计分
院副院长兼视艺系主任。

读庞黎明先生的水墨肖像
画，一股神奇的清新之风迎面扑
来。如此另类新鲜的视觉冲击与
穿透感，曾在欣赏西方大师作品
时有过，既熟悉又陌生，既传神
又厚重，既传统又新颖，掩卷之
余，这种浑厚的感染力久久不能
释怀。

从先生那一幅幅既结构严
谨，又水墨酣畅的画作里，我们
看到了深厚的写实功底和现代
艺术理念，与传统画论“传神”和

“意境”的结合，以及在这个契合
点上，创新出来的水墨画的现代
写实主义绘画语言。

中国画水质材料的不可更
改性和由此衍生出来的技法、画
论，构成了中国传统人物画天然
的技术难点。中国画推崇“气韵
生动”、“自然天成”的精神意境，
贬抑“谨细”、“形似”、“外在”的表
性特征。苏东坡认为，山水有“常
理”而无“常形”，人物有“常形”
而其“理”僵固。可见因为山水画
没有“常形”之限，故画家笔走龙
蛇，汪洋恣肆，易于生动、自发、
流畅；而人物画由于有“常形”制
约，所以笔墨运动，就远不能如
画山水花鸟那般挥洒自由性，更
符合国人天性。

其次，中国文化偏重感觉和
形象思维，与西方严谨抽象的实
验室文化大行径庭。中国人对人
自身形体的认知不是来自解剖
刀，而多来自观察之后的想象。
故此，尽管画圣能“吴带生风”，
但飘逸线条的背后，难掩形体不
准的缺欠，与以擅长表现骨骼肌

肉的西方绘画和雕塑相比，相形
见拙。尤其是当寄情于山水花鸟
的“文人画”出现，更强调作者主
观情意的抒发和心境的外化，甚
至以“神似”取代“形似”。

中国画独有的哲学观和审
美观，必然衍生与之相对应的绘
画材料和技法，笔墨宣纸的发
明，线描或皴法的出现，都符合
东方思维的内在逻辑，也恰好使
我们的祖先能扬长避短，在造型
上不拘于表面的肖似，而讲求

“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甚至采取
夸张变形的手法加以刻画。从而
将自己的文化优势，发挥到淋漓
尽致的程度。

历经数十年的积累思考，先
生终于开始了他的水墨实验，从
而厚积薄发，一发不可收拾。除
了融汇东西方绘画元素以外对
应缤纷的大时代来创作，融贯中
西只是手段，而在国际社会这个
大家庭里面，为中国绘画寻找一
个能东西共赏的国际语言，才是
目的。

他独有的做法，就是利用中
国独特的材料，独特方式，把写
实性的造型、神态表现与水墨的
气韵生动对应起来，用心表达、
用情写生，这样既能保证形体的
准确性，又能把中国画的内涵表
现出来，其尺度的拿捏、取舍，分
寸都在毫厘之间。这不但是一种
想象，更是一种试验。

凡历史上成功的画家，无不
是既遵循前人足迹，又开创自己
风格，而先生在这个基础上，又
往前跨了一步。用国际听得懂的

语言，讲东方独有的故事。无疑，
他成功了，而成功，绝非偶然。

庞黎明先生也作动物画，当
一幅幅神气活现的猴子展现在
我面前时，我为画家的技艺击掌
叫绝，小猴的调皮活泼，大猴的
机警狡黠，无不被他刻画的惟妙
惟肖，真实而又自然。看了画家
画的动物，你也许会以为他一直
是一位花鸟画家。庞黎明早年学
习西画，造型能力自不必说，目
前他在动物画的背景处理上，也
充分显示出其水墨画的基本功，
不论是峻冷的山石、婀娜的竹
枝、虬劲的树干，还是灿烂的花
朵，都被画家完美的运用到作品
当中。

艺术，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
创造出来的世界，同时也按照美
的规律，创造自身。在当下全球
经济大融合的背景下，国际文化
与民族艺术的融合更刻不容缓，
全球艺术流派在较量中此消彼
长，频繁更替，人类否定、更新自
己审美的步伐越来越快，这是由
于我们的物质世界，实在发展得
太快了，而我们在精神上艺术
上，必然做出相匹配的回应。

目前，作为“国际背景下中
国水墨画创新”的课题研究庞
先生已经完成古今中外名人肖
像300余幅，力求通过每个具体
人物的鲜活刻画，展现伟大民
族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精
神，彰显中国水墨艺术的独特
魅力。

相信庞先生的探索一定能
够成功。 (邢君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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