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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游走古今：马硕山的花鸟艺术

“清和——— 马硕山中国画展”将
于10月15日上午在河南省郑州市商
都艺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文化部
艺术服务中心、河南省画院、河南省
美术家协会、中国人民大学画院联
合主办，河南星瀚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承办，集中展出马硕山近期青花
系列创作精品及陶瓷艺术品共70多
件，展览将持续至10月20日结束。其
作品强调运笔与施墨新鲜活泼的性
情化与灵感性，并以清幽古雅的品
性，传递着一股浓郁纯正的文化气
息和盎然的古意情怀。

▲青花系列·乐 68cm×68cm 2011年 ▲水仙 40cm×40cm 2010年

1963年生于山东淄博，
曾先后就读于中国美术学
院，中央美术学院。现为文化
部艺术服务中心画家，中国
人民大学培训学院特聘教
授，北京凤凰岭书院执行导
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
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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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的栗树 68cm×68cm 2011年

马硕山先生常给人
一种认真、不苟言笑的
学者印象，与其相处时
间久了，又会逐渐发现
他性格中的和善与幽
默。但最令人印象深刻
的还是他创作时的那股

“从容”劲儿：大大方方
往那儿一站，比划两下，
不紧不慢下笔，干湿浓
淡、皴擦点染，信手拈
来，一会儿工夫就能在
画纸上呈现出活生生的
花草树木来。

创作：坚韧不拔

今年6月马硕山应
邀到风光秀丽的临沂蒙
山大洼景区写生。写生
时值夏至，植被茂盛，这
位花鸟画家在山里转悠
了半天，终于在一个叫
圪针窑的地方找到了合
适的创作对象和角度。
不巧写生时偏逢大风，
吹得整山植物折腰起
伏、颤抖怒吼，漫天乱飞
的沙石打在人皮肤上辣
辣得疼。马硕山抬头看
了看天，找到一棵栗树
旁边的低地观察片刻，
便让同行的人帮忙固定
画架，铺纸调墨，开始准
备下笔了。栗树在风中

狂抖，画架挣扎欲
倾，墨里浸满风

吹来的沙子，

画家却坐在树对面画得
起兴：“这种环境最能让
人捕捉到‘风势’，我现
在要把‘狂风中的栗树’
表现出来”。一张完成后
马硕山意犹未尽，顶风
折转至更高处又画一幅
才罢手。下山一看，果然
不俗：下笔准确，浓淡墨
色将树叶翻滚的姿态点
活，十分精彩。大洼的栗
树给予马硕山许多创作
灵感，当被问及沂蒙写
生感受时，他也不忘提
及：“这次写生让我见识
到沂蒙百姓的生活状
态，深刻感受到了沂蒙
精神，尤其是那些茂盛、
坚韧不拔、不畏狂风之
迫的栗子树，让人感触
很深”。

厚积出深功

回京后，马硕山便
开始着手栗树的大幅创
作。为此，他在心中反复
酝酿栗树的形象，多次
斟酌、修改，想把沂蒙人
民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注入其中。几个月后，当
第一张枝叶纵横交错、
充满生机活力的栗树作
品展现于众人眼前时，
马硕山却并不满意：“整
个创作过程中我一直在
构思，也不禁联想起《狂
风中的橡树》这样的名
作。这只是一稿，我还要
再改改看，把整个气势、
构图再升华一些，创作
出一幅更能表现栗树风
势、神韵的作品”。当然，
能有这种创作，离不开
画家的深厚笔墨功底。
马硕山18岁开始学习中
国画，走南闯北，艺术上
得到过不少名家指点。
2004年，马硕山考入中国
画研究院首届高研班姜

宝林工作室学习，加强
了对传统大写意花鸟画
的研究与创作。在此期
间，他脚踏实地、勤勤恳
恳，练就了坚实的笔头
基本功夫，创作出《青花
系列·晴窗》、《听风楼日
记》等一部分优秀作品，
收获颇丰。马硕山说，姜
宝林老师是陆俨少、李
可染的学生，而自己是
姜老师的学生，所谓智
慧代代传，很多前辈大
师的观点通过姜老师传
授下来，让自己从中受
益匪浅。

青花系列

拥有独立风格是画
家创作前进过程中的重
要一步。在广泛汲取营
养的同时，马硕山亦积
极探索个人鲜明特色，
青花系列题材就是其中
一例。他以青花瓷为取
材视角，起初是一些瓶
花、折枝类的“清供”，后
来逐渐将青花元素从画
面中提取出来，转向更
加纯粹的绘画语言和图
式探索。青花系列一经
面世便得到了广泛地赞
誉，当然，它的成功也与
马硕山注重自身情感，
观察、体验生活息息相
关。马硕山生于古齐国
之都淄博，宗族人丁兴
旺，习文重教，幼年生活
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 如 他 曾 在“ 故 园 追
梦——— 我的青花情结”
一文中说到：“至今我依
然能勾画出当年壶上的
景色，一棵斜在河边的
老树，树边一三角凉亭，
河里有一条正在行进的
小舟、芦苇、远山······
还有过年过节时才会被
母亲拿出来盛饺子的鱼

盘、摆设贡品用的礼碗，
以及祖父屋里八仙桌上
常年插着鸡毛掸子的青
花瓷瓶·······”韶光流
逝，青花入梦，故居老屋
中颇具清代遗风的陈
设，以及童年的生活点
滴，像种仪式般深深印
在他的脑海之中，成为
他创作中特殊的灵感与
情结。

立足传统的创新

青花系列被看做是
马硕山笔墨结合当代的
成功探索，关于它的发
展方向，马硕山打算将
更多元素吸收进来：“很
多东西都可以融入到青
花系列之中，像皖南民
居、江南庭院，明清家
具、砖雕、老墙，这些文
化符号都能纳为创作元
素。”同时，在艺术创作
上追求笔墨规范与现代
意识相结合的马硕山，
深知创新必须建立在深

厚的笔墨基础之上，且
要恰如其分：“我经常对
学生讲，笔头的功夫要
练好，不然，一个物象摆
在眼前，心中虽然有许
多想法，却难以在画纸
上表现出来。同时，中国
传统书画艺术精髓的承
载力是有限的，许多人
经常在缺乏内涵的情况
下乱套形式，画出来的
作品观众并不喜欢。这
就好比一盘菜，放了太
多佐料反而失去了真实
的味道。”

从《大清遗韵》到
《品茗图》，再到《老屋春
秋》，马硕山在继承传统
文化精神意蕴的同时，
也传达出一种当代的文
化精神和现代人的心灵
性情。读他的作品犹如
静心品茗，芬芳扑鼻，茶
香袅袅，回味无穷。我们
期待这位从山东走出的
青年画家能有更多更好
的作品出来。

（东野升珍）

▲蒙山写生

▲蒙山十月图 68cm×68cm 2011年

▲青花系列·忆江南 140cm×360cm 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