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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今日济南

山东临沂人，毕业
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
美术学院水墨人物研究
生班，中央美术学院访
问学者。现在国家画院
刘大为工作室研究水墨
人物创作课题，国防大
学政治部专业美术创作
员，解放军美术书法研
究院委员，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曾获第八届
全国美展优秀奖、首届
全国青年国画年展金
奖、纪念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60周年国际艺
术大展优秀奖(最高奖)、
炎帝杯国际艺术大展金
奖。多次参加全国中国
画提名展，大量作品被
国内外友人及美术机构
收藏，其中作品《英雄》
被中国美术馆收藏。2008
年被评为当代30位最具
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
(人物)画家。

格张立奎

张立奎的作品在传承中国文
化的基础上，充分汲取西方艺术营
养，沉雄博大，逸品可游。北方人的
爽朗，军旅生活的锤炼，使他的画
风别出心裁，笔墨豪迈大气，在水
墨人物创作中探寻中国画写心写
意的新视野。

笔清墨澈

生于60年代的艺术者在艺术
传承中担负着承前启后的责任。他
们不像50年代出生的画家，能够有
幸接受老一辈艺术大家的指点，也
没有新生代画家们对当代艺术观
念、艺术形式准确把握的先天优
势，而是在二者之间广泛汲取营
养，推陈出新，形成富有时代特色
的个人面貌。

生于1963年的张立奎正符合这
些创作特点。长期的水墨探索使他
根植传统，用笔用墨酣畅淋漓，并
探求东方写意性与现代感融合的
新感觉。他说，“我试图把狂草的激
情和笔墨融入到现代人物画的造
型中；我试图把现代学院派的理念
和实践融入到当代传统的文人画
中；我试图把现实人物传递给我的
那种丰富的情感，用一种激越的、
洒脱的、无拘无束的笔触书写出
来；我试图把书法用笔，融入到我
的画图的每一个局部，不留一点做
作，不留一点装饰，不留一点妩媚，
使它像泉水一样清澈。”张立奎以
纯水墨为表达方式，让人物的动态
情感不受外在真实性的局限，直追
人物内在的情韵。在似与不似、像
与不像中，将创作感触以自我艺术
形态物化出来，精气飞扬，传神动
人。

我是沂蒙山中人

“饮水思源”，张立奎生长于

“人人那个都说好”的沂蒙山区，忘
不了父母、家乡风俗对他的艺术启
蒙。他的母亲持家贤惠，心灵手巧，
平日里，乡亲都爱找她描个鞋垫花
样。父亲则是皮影制作好手，常常
耍着道具自编自演自唱。开戏时家
里总是坐满了人，看得有味，听得
入迷，久久不愿散去。最热闹的要
数门前的老庙，每隔一段时间都要
在此举办庙会。这不仅是乡亲们出
售自家农产品、采办生活所需的热
闹集市，也成为一场充满风土民情
的“文化盛宴”：特色手工艺制品、
曲艺杂耍琳琅满目，来赶庙会的人
熙熙攘攘，比肩接踵。虽然老庙经
过历史动荡渐渐破败，庙会也随之
销声匿迹，但童年的美好回忆一直
印在张立奎脑中，成为他对艺术的
最早认知。

山明水秀、写满红色故事的沂
蒙养育了张立奎，赋予了他朴实、
率真的性情。故乡的一景一物亦成
为他创作中难以割舍的情节，催生
了《沂蒙母亲》等系列作品。“我是
沂蒙山人，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
祖、父辈生活的艰辛。画中，一个白
发苍苍、满脸皱褶，饱经生活磨砺
的老母亲，站在入冬的凛冽寒风
中。一轮农村磨粮食的石磨压在人
物背部上方的位置，渲染出母亲在
艰苦条件下操持全家生活的劳累。
她肯定在盘算冬天怎么熬过去，明
年的日子怎么过，却又对未来的生
活充满希望。”创作沂蒙母亲形象
时，张立奎试图让构图更富有思想
性，体现他对亲历生活的真实感
受，以及对沂蒙山人民不屈不挠，
朴实乐观向上性格的热情讴歌。

“养”、“悟”之道

张立奎在艺术道路探索多年，
对“养”与“悟”形成了独特感受。
1991年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

他的创作思路仍未清晰。学过许多
修辞造句的技能了，如何写出好文
章来？带着这种困惑，他苦练书法，
做了很多艺术语言的探索，先“养”
后“悟”：前期多观察生活自然、临
摹古画，阅读大量有益的文学作
品，滋养艺术修养至一定境界后再
去“悟”，琢磨怎样下笔、构图。“古
人讲究‘宁静致远’。养气悟道的过
程必须在安静的环境下进行，汲取
多种艺术之长。这段迷茫探索期整
整持续了十年，才感到自己的创作
有那么点‘意思’了。”

这时的张立奎并没有停止求
学的渴望，他要进一步解决艺术观
念和画面表现缺乏震撼力的问题。
2002年，张立奎以访问学者的身份
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兼攻硕士
研究生。在此期间，他把主要精力
放到图书馆，参阅了大量美术理论
的书籍。“因接触、学习传统笔墨的
时间太长，我感到自己作品的用
线、用色十分疲软。这时，油画和版
画成了最能激发我灵感的事物。”
张立奎被西方画家笔下的精彩作
品深深吸引，并直接影响到他以后

的创作。

“豪放派”特色

古人云，“柳郎中词，只合十七
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
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
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艺术创作不
是将原自然之物生硬照搬，而要赋
予艺术家的真情实感，经过加工、
升华而成，自然呈现出鲜明的个人
特色。

张立奎认为，一个画家的创作
语言风格形成，并非刻意而为，而
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过程，它
的形成既是画家笔墨技法积累后
的境界，也是画家内在特质的选
择。张立奎是北方人，十七八岁从
军后，又受到部队热血激昂环境的
影响，创作题材、风格随之表现出
奋发向上和奔放的特点。“我可以
画江南的小桥流水，但总找不到真
实感觉，甚至有些像说假话。我不
是那个地方的人，骨子里可能缺乏
这种柔美气质。”

除水墨人物创作外，张立奎还
画些富有魏晋情趣的作品。野而
逸，丑而奇，狂而放，构图纵深感较
强，人物夸张、变形，无拘无束，给
人留有无限遐想。这也更表现出他

“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
东去”的情怀。

创作体现社会责任

近期，张立奎创作了几幅大
画，如《醒狮图》、《安塞腰鼓》等，用
大画反应历史、社会的重大事件。
同时，大创作也是他创作道路的梳
理、锤炼和总结。“我十年前就想创
作《安塞腰鼓》，但因技法不成熟等
原因迟迟未下笔。这幅作品要传递
出西北人民高亢、豪迈的情感和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打起腰鼓来的撼
天动地让你热血沸腾，无法用语言
表达。生活中的烦恼、琐事在这样
的场景下都显得如此渺小。”张立
奎打算今后把主要精力用在这种
创作上，他想选择油田工人战井
喷、古今军事思想家、重大历史军
事为题材，用大场面大气魄感染观
者，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画家
在65岁之前是创作的黄金时间。在
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还要多锤
炼，用更好的作品回报社会。”

（东野升珍）

笔墨清澈也动人
▲醒狮图 250cmx800cm

▲惊蛰 200cmx350cm

▲品酒图 136cmx68cm ▲印象红嫂 250cmx180cm▲食民 250cmx1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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