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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家写生近作精品展开幕

与与山山水水对对话话，，实实现现笔笔墨墨突突破破

本报记者 华章

将真情实感
融于写生作品中

此次展览最重要的特色
是，六位艺术家展出的48幅作
品皆是近年来的写生之作。作
为连通艺术家从“临摹”到“创
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写生”
既是艺术家获取创作素材和灵
感的重要来源，也是验证传统
笔墨语言、提升绘画技法的重
要途径。

中国国家画院创研部主
任、博硕生导师何加林带来了

《天路》、《初见坎布拉》、《坎布
拉丹霞山》等8幅作品，集中表
现了藏传佛教圣地青海坎布
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建筑的
独特魅力，受到观众的热情关
注。谈到艺术写生，何加林表
示，应该既尊重客观物象，又
要尊重自我内心。过于尊重客
体，会被客观物象牵着鼻子
走，会失去自我，所画写生依
样画葫芦，无笔墨审美可言；
过于自我，又会被老套路牵着
鼻子走，会失去情感，所画写
生缺乏生活气息。所以，“保持
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十分必

要”。“在写生中，我可以画得
没以前漂亮，但绝不重复以前
的套路。每次写生，我都要求
自己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宁可
失败，也要继续。”

何加林把重点放在了色彩
写生上，通过色彩写生，他发现
了以前从未发现的情感世界。

“面对真山水，我往往会很激
动，想用自己的内心与之对
话。”何加林说，因为每一次写
生都会被感动，并获得了笔墨
的突破，所以，每一次写生都很
快乐，并充满期待。

《太行山大峡谷》、《内蒙古
大草原》等，是山东画院青年画
院院长常朝晖去太行山、内蒙
古大草原、壶口瀑布等地的写
生作品。他认为，写生时画家与
山水的真情实感交流十分重
要。“要解决写生作品‘千篇一
律’、过于摹形状物的问题，必
须通过对写生对象的取舍、归
纳、整理和提炼，将自己的笔墨
语言和个人情感融入其中，再
进行艺术加工和二度创作，才
能有效避免将写生作品变成

‘导游图’。”

多读书多游历
方能厚积薄发

针对目前艺术家写生存在
的问题，荣宝斋画院院长唐辉
则强调提高自身修养是解决写
生问题的重要因素。“古人讲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就是体验生活，‘读万卷
书’则是用来提高自身文化修
养的。两者都很重要，都不可偏
废。”

何加林也表达了相同的
看法，强调艺术家要通过多
读书、多游历方能达到最佳
的写生状态。他说，山水画家
应该加强对画论的研读，帮
助自己理解画理和画法，多
读文学书，增加自己的想象
和文心，“不能想象一个读不
懂古诗词的人，能画出好的
有意境的山水画。”研读哲史
类书籍，会让自己明白为什
么画的问题。另外还要多游
历，“自然山水千变万化，画
家游来万千丘壑尽在胸中，
作画时自然胸有成竹，厚积
薄发。”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委会委
员、硕士生导师崔进以人物画
著称，但这次带来的是自己的
山水写生作品。他认为，人物与
山水是相通的，画家应该保持
多面的视界，“山水写生对画好
人物画有很大帮助。”

4月8日上午，由山东省文联、山东省美协、齐鲁晚报主办的“东西南北中”——— 当代艺术大家范扬、
何加林、唐辉、崔进、常朝晖、李岗写生近作精品展，在山东大厦青未了画廊盛大开幕，吸引了众多艺术
爱好者和收藏者前往参观。

展览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和收藏者前往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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