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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Art

在很多美术大展和画集中，都会看到著名画家贺成才先生的中国画力

作。成才先生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艺术风格独树一帜，不同凡响，受到

美术理论、美术创作、美术研究和收藏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代中国画颇

具影响力的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评论成才先生的作品“清新、

飘逸、质朴、典雅”。成才先生的画作，无论是作品的规模、艺术创作的能量，

还是绘画语言的表现力，都令人注目。成才先生的作品以大自然中的江河

山川、林竹花鸟、日月星云、四季变幻、古今人物为创作素材，他用充满东方

情思的绘画语言,阐释他宏大独特的文化观和艺术观。

成才先生绘画作品的魅力首先在于他博大的中国文化精神、丰富的艺

术语言、充满活力的艺术表现所带来的致远意境和磅礴气势。六朝画家谢

赫在画论中说，画要“有奔腾大势,恨不画激扬之态”。这样的中国绘画传统

精神才是当代中国画需要继承的大境界,才是中国画生命力之所在。傅抱

石先生曾提到，中国画重自然，中国几千年来，以儒为中心。《汉书》中记载，

在皇帝的宫殿里，多是道家题材的绘画，这不是偶然的。因为道家的思想，

主要是崇尚自然，主张虚无而又富于玄想。这在今天看来，极具宏大的空间

感和形式美，成才先生的绘画就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展开的。成才先生作画

时凝于思、化于境、寄于情、敏于行，笔笔行于心胸广大之间，笔笔得确豪情

仰止。傅抱石先生曾感慨说:“中国人除了道家思想的关系以外，多与爱好

山水有关，如果我们一个人整天住在亭子间,偶尔跑到燕子矶去，极目远

眺，看大江之东流，胸襟为之豁然!气概也就不同了。”这正是当代人在当代

生活中普遍遇到的生存空间与理想境界落差的问题，也是当代画家能否取

大势、画激扬的分水岭。成才先生深切体会其中奥妙，他的作品近景有奇松

磐石，景象凝聚，中景大山绵延，叠泉瀑布，他善于将山林江河景象推到远

处，逐渐疏散、淡化、虚化。他近年为国家殿堂创作的巨幅山水画，取磅礴大

势，极目远望，河山纵情千万里，画面总能让人感受到中国文化精神和文化

传统在山水画中的连绵延续。成才先生的山水画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

更注重向现代造型艺术的体量感、空间感、色彩表现拓展，向当代生活、当

代意趣、当代情怀拓展，向新的形象、新的方式、新的表现拓展。他的近作

《延安颂》、《湖洞水》、《金色家园》，都展现了他在艺术语言方式、艺术表现

方式的探索与创新，展现了他在笔墨研究和运用的新成就。成才先生的艺

术创作深深扎根于时代生活，扎根于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他常年深入祖

国的山山水水、老区边寨,深入当代生活的多个层面，积累了大量生动的创

作素材。在他的山水画中可见陕北的窑洞、可见南国的木楼、可见山乡的新

屋，大河上有繁忙的船运，小溪边有垂钓的老翁,到处充满生机和人文色

彩。成才先生赋山川以诗意,寄江河以豪情，在山水云海间流动着盎然生机

和文人的妙思，他所创造的山水画是具有浓厚人文色彩、人性关怀、人与自

然和谐之山水。

成才先生在人物画创作中，善于表现丰富的艺术形象，有当代青年、战

士、农民、少数民族形象，有古代文人雅士、对弈抚琴、垂钓渔翁形象，而近

年创作的人物画多以象征古代文人雅士的《竹林七贤》、悠闲自在的垂钓老

翁、依荷塘抚琴吟诵的少女为主题。成才先生笔下的贤士目深及远，至和至

善，悠然疏淡，超凡脱俗，画中少女静若止水,气质高贵圣洁，人物环境花草

竹木，犹如仙境，怡情养心。这些作品是通过艺术形象朝圣理想境界，把人

的美好精神家园与绘画艺术融为一体。成才先生的人物画刻画入微，形神

超然，线条游刃，色彩雅致，端庄朴素之气跃然。中国画的线条在强弱、坚

柔、缓急、浓淡、枯润、苍涩、疏密之间变化，既是表现形象和质感，更是画家

个性、情感、修养、能力的外化，需要画家对形象的外表、内核、结构、状态、

运动、质感、色彩、变化、组合、环境等进行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既要对客观

层面进行挖掘与表现，又要做精神层面主观的综合、选择、提炼、转化和创

作。成才先生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形成了自己

鲜明的艺术面貌。

在中国画传统中，花鸟画独具意蕴。花鸟画不像人物画，山水画受到形

象和环境的更多约束，花鸟画更加主观,更加自由随意，更具文人特质。直

到八大山人以一根线条为枝、一个墨点为鸟即成画面，直到齐白石老辣笔

墨、纵横恣意，为后来者竖立了高峰。成才先生的花鸟画在继承优秀传统的

同时，另辟蹊径，他在生活中寻找花鸟画创新的契机，他在生活中观察发现

万物生机，观察发现花之娇容、叶之婆娑，观察发现鸟之振翅、雁之翱翔。在

成才先生的花鸟画中，笔墨畅快，鸟语花香,新枝吐绿，藤萝繁盛，百草摇

曳，皆是生活的剪裁与浓缩，皆是笔墨的生发与色彩的调和。其构图章法取

之自然，而化于激扬之情,既可古风新貌，又可状于现代形象与秩序，古今

贺成才，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全国中国画学会

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六、七、八、九届理事，中国美协综合绘画艺委会委员，

北京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北京美术家协会专职副主席。

画激扬情怀 取恢宏气势
———著名画家贺成才作品读后

之间跨越自如。成才先生作画，毫不拘谨，常在

画面大局中随意生发，文思、情思、艺思、趣思、

妙思积聚笔端而生发出动人的形象。这恰是中

国画写意花鸟创作方法奥妙之所在，成竹在胸，

意在笔先，借势生发，连绵不断，不拘一格。

在成才先生深入生活的写生作品中，尤能

看到他情感之真挚，观察之敏锐，笔锋之迅捷，

手法之多样，刻画之深入。最近赴漓江采风，成

才先生一路画了一本水彩写生，用水彩透明轻

快的色调，画出江面的客船水影，画出江岸的烟

雨漾檬，笔触轻松，色彩朦胧。他多画种的实践

和积累, 正是他在中国画创作中勇于创新的基

础，也是他丰富艺术语言的源头。成才先生的作

品分为两大类：一是水墨黑白灰为主;另一是色

彩丰富明快。这是两种不同情绪和审美意趣的

表达。中国的水墨在白色宣纸上晕化流动所产

生的黑白灰变化丰富玄妙, 是世界造型艺术中

独一无二的美妙语言，所产生的端庄、厚重、谐

和、灵动、高贵之气，深涵东方文化的底蕴，可谓

视觉艺术中的贵族。成才先生的作品笔墨精到，

他在大的水墨气势中追求微妙的墨色变化，气

韵贯通，而又厚重丰富。在中国绘画传统中，色

彩是一个更古老的话题。宋代之前的绘画以色

彩为主，宋代以后,水墨画方渐成系统。元代之

后，水墨画成为主流。傅抱石先生议论色彩时指

出:“墨虽是中国画最重要的因素，可是在一千

四百年以前，墨在画的地位并不重要，所以 ,六
朝时的画家谢赫论画之六法’时，没有谈到墨，

一千四百年前，中国画极重色彩。颜色中之三

昧，中国人自有体味和经验。有金壁辉煌之宏大

气势夺人，也有精于平和，静雅之色彩情绪。”作

为当代画家成才先生注重色彩的表现和时代特

征的把握，在他《金色家园》、《暖秋》、《富春江》

等代表作品中，稳重丰富的色彩成为他鲜明的

艺术特点, 也使他的作品更富有表现力和强烈

的时代感。在成才先生泼洒聚散的墨韵中，在笔

虛墨的变化中，在开合 实的画境中,他的作品中

涌动着空灵飘逸之气，这是中国画蕴涵的文化、

修养、气质和境界，也是中国画品格的超越性之

所在。傅抱石先生在画论中议论此境说:这种崇

尚大自然的境界,是中国山水画发达之原因，同

时也是道家思想发展中之美景了。他甚至认为，

中国人如果永远不放弃山水画，中国人的胸襟

永远都是阔大的。这是中国绘画超然客观物象

的精神力量。谢赫在《古画品录》提出论画高低

的著名”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

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个标准在

今天看来，最重要的是气韵生动，这是画家的艺

术修养、文化底蕴和心灵意境的综合体现。中国

绘画的精要不仅于此，明朝的查伊黄比喻绘画

为“白日做梦”，而且是醒时之梦。傅抱石则说:
梦虽无理，而却有情，画不可无理，却必不可无

情，画家要画得好画，就要打开眼睛做梦，能做

奇梦的人，才能画好画。这种说法道破了此中之

秘。至于南朝早期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

到的 :“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 ,坐究四

荒，不违天励之苁，独应无人之野，峰岫荛嶷，云

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

为哉! 畅神而已。”正是成才先生在画中追求的

中国绘画的此种精髓。即使在成才先生的小幅

绘画中，仍有豪气铺陈、深远之境,如炳宗所言:
“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

迥。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如是，则嵩

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中国的

咫尺小画之夺大气，就在于《南史萧贲传》中所

道“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宋代高士宗少文

者,爱好山水，遍历名山大川，至老在家里壁画

诸山，坐卧其间，名曰“卧游”，意谓“抚琴动操,
欲令众山皆响”。这种中国文化之神气，可谓成

才先生画境诗意的博大精神之源，成才先生的

绘画着大眼，造大局，求大美，博大而不空，辉煌

而不浮，精细而不纤弱，丰富而不繁琐，高雅而

不艰涩，可谓画激扬情怀，取恢宏气势之当代杰

出的绘画艺术作品。

（作者：李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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