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对明代徐渭以来注重情感咨肆宜泄之

体验这两者兼收并蓄且皆有所筛选
、

发

挥的必然结果
。

中国的大写意传统
,

有它自身的合

乎学术逻辑的发展轨迹
,

不按这个逻辑

轨迹去画大写惫
,

必然
“

粗
‘ “

野
’ “

怪
‘

“

丑
“ “

俗
“ “

恶
“

从力宪先生的画作看 他

显然是深明此理的
。

这应当得益于他的

恩师的谭谆教导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他是

在师
“

师心
“

而不是在师
‘

师迹
“

的文化

层面来力避其作品的
‘

粗
“ ‘

野
“ “

怪
’ “

丑
’

“

俗
’ “

恶
“

而使自己的作品不断地显现着
“

正
“ “

雅
“ “

清
‘ “

和
‘ ,

及其
“

真
“ ‘

善
“ “

弘
‘

“

明
“ “

美
‘

的审美特征的
。

《文心雕龙
·

风骨篇》载
“

情之含风

犹形之包气
。

结言端直 则文骨成焉 意气

骏爽 则文风清焉
。 “

从力宪先生的画作

看 他作画 不仅能够造型准确
,

取象不

惑 体现特他早年练就的扎实的写实功

底 而且
,

他作画还能够瞧在中国人的惫

象思维中介下 在师法造化的前提下 重

组笔墨的形式语言 从而使自己的艺术创

作在其行为过程中 能够达到
“

笔随心运
“

而显现出
“

以气运腕 的妙效 并最终使自

己的作品体现着
“

刚健既实 辉光乃新
’

的

终极效果
。

《文心雕龙
·

风骨篇》载
“

陶钧文思
,

贵在虚静 疏渝五藏 澡雪精神
。

积学以储

宝 酌理以富才 研阅以穷照
,

驯致以悴

辞 然后使元解之宰 寻声律而定墨 独照

而臼翎团翻翻习洲翔试艺

沮力宪作 沮力宪作

之匠 窥意象而运斤 此盖驭文之首术 谋

篇之在端
。 “

以此语比照
、

观赏
、

解读力宪

先生的画作 我们会发现
,

无论从力宪先

生绘画所涉及的题材范围 还是他的绘画

所使用的技法语言 他所追求的都一方面

是为了达于《文心雕龙
·

风骨篇》中所说的
’

澡雪精神
“

之境界
,

而且 更为重要的另

一方面 还是在
“

酌理以富才
”

的意义上

他是通过他那高难度的笔显技巧 运斤成

风
,

而在态肆放达的笔墨表现手法的作用

下 使人们欣赏他的画作 能够成为酣畅
、

纯美的审美享受
。

《庄子 》载 有一个楚国泥瓦 匠 郑

人
,

鼻端沾有一如蝇具的白色石灰痕迹
,

一个石匠看见了说 我来用斧头把它削下

来
,

于是
,

石匠
“

运斤成风
“ ,

将那白色石灰

痕迹 圣 削下来 而并没有伤普鼻子
,

并

且这个泥瓦匠在这一过程中也
“

立不失

容
‘ 。

这个脍炙人口的典故 常被人们用来

形容艺人技术的高明
。

在这个意义上
,

我

们认为力宪先生的画作
,

不仅在微观上能

够达到
‘

意象运斤
“

并
“

运斤成风
“

这一高

难度指标 而且他的画作也确实是
‘

积学

以储宝
,

酌理以富才
”

从而达于
‘

立不失

容
“

的产物
。

一言以蔽之 力宪先生作画 一方面

能够做到
“

神思方运
“ “

万涂竞萌
”

另一方

面 他的作品虽
“

规矩虚位
“

而
“

刻镂无

形
’‘

但他是在
“

登山则情满于山 观海则

意溢于海
“

的状态来画他的大写意的
。

所



以他的画作 也即一方面由于他年轻时

打下的坚实的写实基础 另一方面则由

于吻合了上述《文心雕龙 》和《庄子 》的文

化精神 所以能够在语言表现方式及其

艺术效果上 与当代大写意绘画的佼佼

者并驾齐驱

受李世南先生影响 力宪先生的画

作 还有普六朝人的高古清亮
、

超凡脱俗
,

乃至洞达灵动之美
。

当然
,

这也并不是说

力宪先生的画作完全在世南先生的影响

之下
。

事实上 加上所述 力宪先生的画

作
,

在很大程度上是南宋梁楷探究的笔墨

结构重组
,

以及是明代徐渭注重情感态肆

宣泄之实践两者兼顾且有所发挥的必然

结果
。

力宪先生的画作
,

具有鲜明的艺术感

染力和较强的视觉展撼力
。

这种鲜明的感

染力和震撼力 不仅来源于梁楷
、

徐渭
,

还

与他极为喜欢的八大山人的文脉有着
“

道

通为一
“

式的血脉关联
。

在笔墨方面 力宪

先生的画作犹如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生命

体
。

故而 他的画作 也就犹如是自然实物

有了天籁生命一般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

他的艺术感染力和视觉的展撼力 恰恰就

是在自然原有结构的美的不断发掘
、

发

现
、

变化和创新之 中 也即因之具有了特

殊的可供审美研究
、

借鉴的价值
。

在艺术的美学中
,

过分地强调造型
、

温力宪作 沮力宪作

透视
、

比例等技术性的手段 往往就会忽

略了艺术的表现力 所以在中国美学中
,

一贯注重
“

以简抒繁
‘ ,

中国的
“

大写意
“ ,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意思上被强化
‘

促进出

来的
。

老子有句话 叫
“

大音希声
,

大象无

形
‘ ,

在力宪先生的作品中 我们无疑能够

极为充分地体会到这种很高的艺术境界
,

而正是这种极为高级的境界 如清泉流入

干涸的土地 使我们心灵感到无上豁爽
、

清凉
。

《文心雕龙
·

神思 》日
”

寂然凝虑 思

接知载 悄焉动容
,

视通万里 吟咏之间

吐纳珠玉之声
,

眉睫之前
,

卷舒风云之色

其思理之致乎 故思理为妙 神与物游
。

神

居胸臆 而志气统其关键 物沿耳 目
,

而辞

令管其枢机
。

枢机方通 则物无隐貌 关键

将塞 则神有遁心
。 “

中国的
“

大写意
“

就是

在这样的文化文脉上发生与发展的
。

对力

宪先生的画作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与审美

意义 我们应当作如是观
。

《公孙龙子
·

指物论第三 》载
”

指也

者 天下之所无也 物也者
,

天下之所有

也
。

以天下之所有 为天下之所无
,

未可
。 ‘’

意思是说
,

精神
、

观念是看不见的
,

是
‘ ’

无
“

的
,

它与可视可见物质是不同的东西 是

不能够直接替换的
‘

于是 也就是在如是

的意义上
,

力宪先生的画作是涤魂洗心的

艺术 但更是精神与观念的形象化变现
,

是具有中国文化表征的艺术
。

一言以蔽之 任何一门艺术到了一定



沮力宪作

麟护愁

扮沮力宪作 中生成的
。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

法则与精神内蕴是统一的
。

绘画的形式美

绘画的有法与弃



温力宪作 沮力宪作

中的产物
。

在这个意义上 理解力宪先生

的作品所接踵
、

继承
、

发扬的这种
’‘

大写

意
‘ ’

风格的画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是需要

慢品鉴的
。

毋庸置疑
,

世纪以后
,

西方文化在

吸收了东方文化的成就 以后 才得以更

好地发展
。

所以
,

不仅是因为中国文化有

如此丰富的传统底蕴
,

而且 还因为在今

天 中国的文化如何在继承基础上创造

性地发展
,

仍然还是一个特为重要的问

题
。

所以 仅就
“

大写意
”

而言 如何在琢

磨技巧表现与精神品质传达相结合上下

大力气
,

也即成为一个关乎时代文化和

谐发展的重要课题
。

在当代社会 力宪先

生的绘画表现出的宁静
、

温转与祥和 他

一心一意地表现着的与中国古人心灵相

通的绘画主题 及其这个绘画主题展现

出的与人类共有的情感特征和精神特征

的一致性
,

正是力宪先生博大的文化胸

怀的基本体现
。

古人云
“

形在江海之上
,

心存魏阅之

下 神思之谓也
。 “

在这个意义上 力宪先生

作品师法李世南先生而得来的六朝遗意
,

他的作品中浓郁的人文情怀
,

其实正是对

世纪 年代中国画坛出现的
’‘

新文人画
”

的有明确价值指向的改写或提升 是对
”

新

文人画
‘’

进行
”

文化翻译
”

之后的有文化价

值指向与有文化意义的一种给定
。

最后
,

我们还想说 近几年来学院艺

术和民间艺术同时并兴
,

平行发展
,

持续不

衰
。

这实际上是
”

礼失求诸于野
”

的再一次

显现
。

孔子时代 恶紫夺朱 郑声乱雅乐 朱

不复存
。

雅乐已乱 人间社会不和谐
,

孔子

遂克己复礼 而求诸于野
,

故有
“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

之论
。

所以
,

可以说 礼失求诸于

野
“

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

于是
,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与学院教育教学内

容久违了的真正渊源于中国文化传统的

大写意
”

文脉传统
,

其
“

道
‘’

其
’‘

理
” 、

其

法
”

在诸如力宪先生这样的画家的共同

努力下 将来必定会成为中国画学习过程

中的重要的手段之一
。

总之
,

温力宪先生的大写意人物 是

一种与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血脉关联的

特定的
’‘

有意味的形式
”

他的这种
“

有意

味的形式
‘ ’ ,

不仅一方面 具有特别鲜明

而确定的精神
、

观念意蕴 而且 另一方

面 又不失其以形体结构的势能动态之

美感人至深
。

所 以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

上 我们说 由于任何文化都需要生长的

土壤
,

这就首先需要每一位艺术家都应

当找到自己风格的土壤
,

而又由于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民情等一系列的相关事件

正是构成其文化土壤的基本元素
。

所以
,

我们在此所探讨
、

研究的温力宪先生的

大写意人物的基本内涵与其基本的文化

念蕴
,

也即随之显现出特殊的意义与特

殊的价值所在
。

回

个人简历

温力宪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

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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