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月4日 星期四 责编：谭艺君 专 版 05

□蒋春婷

近些年，书画界很热闹。不说其他，单单是以
“笔”“墨”的功力作为评价中国画的核心尺度，还是
把“造型”“怪异”看成现代水墨的标志，书画界、评
论界就反复吵闹纠缠不清。

这些都是评论家的事。作为一个书画爱好者，
个人认为，既然是中国画，就一定离不开中国画的
骨魂——笔墨精神。

看到过一些用洗衣粉、清洁剂、牛奶等和着笔墨
“制作”的“中国画”，觉得这些看起来美艳得腻人的
画只能叫“工艺画”。没有中国笔墨精神的画还能叫中
国画吗？

2017年年底，在同事的办公室见到一些中国花鸟
画，酣畅的笔墨、恬淡的色彩、淋漓的水气，让人眼
前一亮。这些作品构图意境高古、气韵生动，有的繁
芜密不透风，有的稀疏可以跑马，笔笔见传统，笔笔
见新意，皴擦点染皆有笔墨功夫，隽秀雅健，风神俊
朗，真是银钩铁划，让人玩味无穷。

没有丰富的阅历，没有笔墨的磨炼，没有对万物
通透的理解，是难以写出这样的水墨的。查了百度，
才知道作者刘泮峒先生是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
士研究生导师。老教授几十年来一直在高校从事美术
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讲基础素描的基本理论和技法，
对造型的基本规律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出版
有《花鸟画创新随想》等多部著作。

个人认为：西洋画画的是科学，中国画写的是哲
学甚至是宗教。这句话在刘泮峒先生的画中得到印
证：他的作品题材大都是我们生活中喜闻乐见的对
象：荷花、梅花、紫藤、燕子、鸭子、芭蕉等，但在
老教授笔下，你可以从这些熟悉的物象中看出深层的
美学价值，看出作者的思想情怀和人文素养。简单地
说，中国画不是看你画的花多像花、鸟多像鸟，而是
借助你笔下的东西，表现你的精神追求。一幅画，不
仅看画面，更要看是否表达出了物象的风骨与灵魂，

这些也代表作者的价值取向。所谓写意者，传神也。
因此，读刘泮峒先生的画，得到的不仅仅是简单

的赏心悦目，更重要的是作品传递出的精神风骨，让
我们心旷神怡。比如他的《春江水暖鸭先知》，那扑面
而来的迎春花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春的气息，我们更
是从那寥寥几笔的鸭子身上，看到作者的天真烂漫，
看到作者热爱生活、尊重生命的虔诚，老教授返璞归
真的童趣、怡然自得的恬淡跃然纸上。他的 《兰雀
图》，两三笔成兰，淡浓墨成雀，稀疏几笔，却如春雷
滚滚，让你体会到什么是力透纸背，什么是如椽大
笔。而这些惊人的笔墨表现，让人感受到春的气息，
使人有昂扬向上、从容自在的洒脱与超然。还有《南
国风光》《清夏》等作品，无一不在透漏作者尊重自
然、热爱自然、理解自然的艺术家情怀，真是“挥毫
泼墨浓淡湿，写尽心中无限情”啊。

作品太多，不能一一叙述。总的来说，先生通过
笔的游走、墨的浓淡、水的干湿，精妙传神地营造出
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在生命的张力中，使我们感受到
一种悠然、恬淡、闲静、典雅，极具中国画神韵的高
超境界。这些花花草草、鸟兽虫鱼满纸逸气，亲切不
世俗，高雅不冷傲，处处洋溢着传统文人的儒雅之
风。我想，在浮华满天飞的时代，老教授之所以能够
谨守传统的文人精神，却不落于古典形式上的僵化，
而拥有其独特生命内涵的真实与精彩，不是因为他故
意为之、刻意为之，而是他的世界原本如此，他的内
心原本如此。

山水画大师陆俨少先生说过一句话：“气质不好的
人难成好画家。”很以为然。我的理解是，中国画是借
助笔下的物象写画家心中的逸气。中国画是画，更是

“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微妙玄通”，是艺术家对
大自然直觉的虔诚反映。没有这样的情怀，很难写出
超凡脱俗、物我两忘的天地精灵。

据悉，老教授的《百花迎春》花鸟画展览即将在
我市淞江新区新闻大厦展出，届时，我们可以沐浴在
百花丛中，品享一场精神盛宴。

又见百花烂漫
——刘泮峒先生水墨花鸟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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