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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凡是中国当代画坛独树一帜的学者型
艺术家。他博闻强识、茹古涵今，其绘画清隽
韶秀，书法圆劲秀润，诗词浪漫瑰丽，三品可
谓三绝，极富灵气、清气和逸气。

1930 年出生于湖南益阳的林凡，受祖父
和父亲影响，自幼酷爱书画，19岁参加中国人
民解放军。1979 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恢复招
生，他以首批选调教员的身份参与到解放军
艺术学院美术系初创时期的繁重工作中。
1987年，潘絜兹、林凡、蒋采萍、刘文西、喻继
高、陈白一等老一辈艺术家共同发起创建了
当代工笔画学会，2008 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工
笔画学会，由林凡担任会长。由此，中国工笔
画学会形成了以潘絜兹、林凡、冯大中为会长
的学会文脉的传承，他们在不同的历史节点
上，为当下中国工笔画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精
神支撑，奠定了学术基础。

林凡的绘画作品在立意、取材、造型、风
格、情调等方面皆具独创性和个人样式。他力
倡“工于意”，即“意工”之学说。“意工”之“意”，
既有对意境的追求，又指艺术形象塑造中意趣
的呈现，更是传神写照的意笔精神。从林凡的

《浮春》《秦风》《青青我心》等作品中不难看出，
他糅合工笔、写意技法于创作中，工写之间充
溢着虚实对比，画面富有节奏与张力，开辟了
中国工笔画“工写相生”的绘画新语境。

作品《石涛》通过对太湖石形貌的精雕细
琢，营造出浪涛翻腾的视觉感受；作品《春风
谱曲，谷雨弹琴》聚焦山间小景，清泉于山石
之间婉转流连，灵动自然，充满梦幻般的浪漫
情调。林凡始终践行“小格局、低角度、窄视
野”，以逆向思维体现“以小见大”“窄中见幽”
的美学思想。心静者，乃能体察入微，见微知

著。林凡以内敛的方式洞察世界，他笔下的
一草一木、一丘一壑，皆非摹写自然，而是造
化入眼，会于心，运以手，赋予自然艺术之灵
性。正如其画论所言：“我搜寻描绘的细节，
深入洞彻到至微至细的地步。为其深，乃能
透；为其沉，乃能郁；为其极，乃能达。”

将书意、诗境融入绘画，使得林凡的作品
呈现出浓厚的传统文人意趣和强烈的时代风
貌。林凡的书法造诣亦极其深厚，篆隶行草
皆通。他好用长锋羊毫作字，因锋长不易驾
驭，故能生发出意外之趣、意外之美，这正与
其工笔画中所倡之“意”不谋而合。林凡作
书，以瘦硬笔意为宗，瘦中储秀，柔中藏刚，间
以篆意和金石气韵，穷尽变化之妙。书画之
余，林凡也常以诗词来抒发细腻的情感和对
人生的深刻体悟。他随身携带诗集，枕诗入
眠，读诗写诗成为他的另一种重要的精神寄
托。林凡之诗，自然清新，朴拙含蓄，如春风
化雨，情意缱绻。

林凡从军从艺数十载，作为一名军旅画
家，他怀着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之情，以满腔热
血的奉献精神忠心向党；作为中国工笔画学
会老会长，他凭借甘为人梯的精神，肩负起中
国工笔画发展与传承的历史重任；作为一名
艺术大家，他秉持对艺术的热爱，孜孜不倦地
在艺海耕耘，为我们留下了极具艺术价值的
优秀作品。近日，林凡的百余件书画作品在
中国美术馆呈现，较为全面地反映出艺术家
的创作发展轨迹和艺术求索心路。林凡精益
求精的创作态度与艺术精神，为后学带来了
深刻的启迪和宝贵的教益，透溢出的是其融
天地于心的超然境界和大家情怀。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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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入画 工写相生
□ 陈孟昕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东晋陶渊明
的著名诗句，暗含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自然
哲学”思想，成为后世多数文人对园林居所追
求的意境。近日，以“人·境——古代文人的
园中雅趣”为主题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展在
辽宁省博物馆开展。70幅来自宋、元、明、清
的园林山水画汇聚一堂，将古代文人的园林
情趣向参观者娓娓道来。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向
来秉承高洁、寻觅风雅的文人士大夫，于群山
与树林相映生辉，于泉水与石头相伴交友，在
园林中建构着自己内心世界的一方净土，园
林也因此成为文人士大夫林泉之心最直观、
最感性的活动场所。在一幅幅独居、高卧、渔
樵的园林画卷里，古代文人士大夫寄托着理
想与抱负的热忱，积蓄着内心的力量，寻找着
本心的宁静。

“林泉之心”展览部分，通过“心迹”“心
相”两个单元展现中国古代文人“以林泉之心
临之则价高，以骄侈之目临之则价低”的审美
意境。《虚堂乐志图》以松软绵润的皴笔渲染
出温润华滋的物候气象，图绘远山交错，云气
浮动，林木掩映，溪流毗邻，一士人安坐于书
斋之内静思。另一幅《秋窗读易图》，图绘古
松参天、霜叶如花、秋江澄净、远山苍茫，有高
士于山川胜景中结庐而居，临江读《易》。古
代文人便是在这水光山色、枫丹松绿间体悟
自然之道，参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洁

心境，孕育风雅的生活情趣。
“况复名园中，乐事夐优雅。”园林是中国

古代文人士大夫生活起居的场所，也是其社
会交游的空间。他们常于园林中诗酒唱和，
书画潜兴，园林作为古代文人活动的空间，随
着画家的安排，从摆设与服饰的细节中，表现
着流觞曲水的闲适，透露出联结交游的庄重。

“雅游适意”展览部分，通过“雅游”“行
乐”“闺趣”三个单元，体现古代文人丝竹管
弦、吟唱欢笑的社交状态。《杏园雅集图》是一
幅具有肖像性质的雅集图，图绘明初官员在
杨荣华美的庭院中休闲娱乐活动，图中众人
酒酣耳热，表达着聚会的欢愉之情。细看人
物出场顺序、位次皆有严格等级序列，画面存
在着强烈的秩序感，此画也代表着文人雅集
图向官员雅集图的转变。“闺趣”单元中展出
的均是关于仕女在园林活动的场景，描摹着
古代文人士大夫心中的内闺之趣，显示出他
们对于女性和园林之间“宜以艳妆美人目之”
理想关系的想象和阐释。

虽由人造，宛自天开。园林是一方微缩
的世界，中国古典园林将林泉丘壑、亭台楼阁
安置其中，呈现出一种微观与宏观的对比关
系，隐射着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微妙世界观。
造园者或通过鲜活灵动的生命、或通过意蕴
悠长的植物来营造园林，不仅体现“花鸟皆有
灵”，更赋予了园林人文情怀。

“壶中天地”展览部分，用“有灵”“君子”
两个单元展示中国古代文人用山石、竹丛、盆
栽、池鱼、珍禽等园中之物对园主精神的外
化。中国文人喜将君子的品质与天然植物相
附和，在园林中置以梅兰竹菊，借梅之傲骨、
兰之清幽、竹之气节、菊之淡泊的意韵以言
志。南宋画家徐禹功的传世孤本《雪中梅竹
图》，图绘一株老梅自左向右斜倚横出，枝上
梅花于积雪中悄然开放，三竿修竹穿插于梅
枝之间，赋予梅、竹“行必正”“不妄动”的君子
气格。

诗中有画，画亦是诗。塑造园林的元素，
来自文学世界的理想仙境，来自现实世界的
江山美景。关于园林的文学与绘画作品往往
也可以相互转化，如诗如画的园林之景于尺
素长绢交相辉映。古代文人在诗画合一的语
境中体味园林之景，也将园林之景作为诗画
的创作源泉。

主题展览最后部分“诗画映景”展出的
《桃源问津图》，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题
材，画作循序按照《桃花源记》大意构图，描绘
了群山环抱中，溪流潺潺、桃花夹岸、田园井
然、茅舍相邻……作者用家乡苏州的景色来
描绘桃源仙境，表达出了其对吴地山水的热
爱及诗中田园生活的向往。

“这次展览展现的 70 件作品，都是围绕
园林。”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介绍，目
的是想通过营造一个古代文人和自然的生活
关系的情景，带大家体会古代文人的园中雅
趣，让大家“以我观物，内心澄澈，观物识心，
自得妙趣”，在古代文人创造的意境中寻觅一
方自我之境。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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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徵明《桃源问津图》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