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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抒怀 江山多娇
———王育红山水画的美学观念

●马韶晖 本报记者 潘广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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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王育红出生于黑龙
江齐齐哈尔，定居香港、深圳
多年，职业画家。 师从卢禹
舜。 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卢禹
舜工作室画家、中国女画家
协会会员、中国水墨画学会
会员、港澳台美术家协会理
事、香港美术家协会会员、上
海画院画家、 北京凤凰岭书
院院士。

展览经历：
2014 年，其作品《长江

之歌》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
术作品展”。

2015 年，《兰之韵》入选
“高洁品性 兰蕙人生———全
国中国画作品展”。

2016 年，《十渡写生》入
选“八荒通神第三届八荒通
神哈尔滨美术双年展”。

2019 年，《炊烟深处是
我家》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
术作品展”。

王育红出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
一个书画世家。 她五六岁时就开始
接触绘画， 经常拿着父亲让练书法
的笔和墨汁在田字格里随性涂抹。
这种兴趣让她后来走上了专业道
路。青年时代，她就来到深圳教学生
画画。

王育红十分注重综合素质的提
升。 她自幼学习书法、绘画和诗词，
属于勤奋好学之人， 同时又悟性较
高。她曾在中国国家画院、北京凤凰
岭书院学习深造， 练就了扎实的传
统笔墨功底。其山水作品构图严谨、
大气磅礴，具有强烈的人文气息，表
达了她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与期待。
同时， 她善于在画中表达对祖国山
河的深刻感悟， 把民族气魄渲染得
淋漓尽致，极具震撼力与博大感。

钟情焦墨

王育红既师传统又师自然，写
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她曾多次深
入太行山、云蒙山、京郊十渡等地进
行写生，用焦墨的笔法，融入北方乾
枯的山石结构，干与湿、阴与阳、黑
与白结合的如此协调一致。

在中国画诸多技法中， 焦墨法
独立运用于山水画创作由来已久，
是笔墨精纯极致的表达。目前，能运
用焦墨法绘画的画家并不多， 能够
运用得恰到好处的画家更是凤毛麟
角，而王育红就以焦墨画为主。

焦墨也可称为枯笔、 渴笔、竭
墨。 焦墨是用单一的浓墨实现画面
虚实、浓淡、干湿的层次变化。 以皴
法替代渲染， 笔锋含墨量的多少和
下笔轻重缓急， 是掌握焦墨技法的
要诀。用纯焦墨创作中国画，以明末
清初的程邃为始， 黄宾虹晚期作品
也多有枯笔山水， 潘天寿也时常以
纯焦墨作画，当代张仃、赖少其、崔

振宽等都是这方面的大家。
焦墨山水画是以线条为主体构

成的绘画， 因为使用焦墨的同时也
失去了墨法的渲染及晕化。 唯有强
调笔法， 才是焦墨画技法的核心问
题。纵观王育红的山水画，山石的肌
理通过反复的积墨， 使画面具有了
浑厚华滋的效果， 突破了以往焦墨
画仅靠线条表现的手法， 使画面呈
现出水墨的气韵。 其无论是创作还
是写生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
笔力稳健、雄浑、线条含蓄、古拙，呈现
出的山体气势恢宏。 能达到这种效
果， 无疑是她多年来不懈努力探索
的结果。

焦墨画之所以难画， 是因为其
更讲究“用笔”。 有质量的好线条显
得铿锵有力、浑厚华滋，质量不好则
显得枯燥乏味、形同柴槁。中国画历
来强调“墨分五色”，焦墨也不是死
墨一潭，而更加注重阴与阳、虚与实
的关系。 焦墨山水画更注重画面的
整体性和统一性， 于焦渴中见出墨
的韵致， 于古拙简朴中体现墨韵的
个性，从而达到“干裂秋风、润含春
雨”的艺术效果，以此来抒发画家对
自然，对人生的感悟。在王育红对祖
国山河的描绘中， 可以看到山下溪
水沿着连绵的山脚流淌着， 使得这
青山寒林洋溢着生命的律动， 营造
出丘壑之美、寒林之寂的意境。她常

置身于山水之间， 无拘无束地接受
造物者的赐予，融情其中；也常游弋
于景物之中，神思于景物之外，把看
到和想到的一并展示在画面上来。
她常与学生分享她的认知：“你们不
是技巧上的问题， 是观察的角度及
方法不同，画出的作品也就不同。画
画同呼吸一样，人需要呼吸，绘画也
需要呼吸，要把自己的感情放进去，
让画面同你一道呼吸， 画画时不要
限制自己。 ”

妙在用水

中国画的墨能幻化出无穷的色
彩和物象，而其中的玄机就是水。水
的用法是否得当， 着实是影响一幅
画意境与神韵的关键。 黄宾虹在总
结前人用笔用墨的基础上， 还创立
了“水法论”。 宾老的许多作品正因
妙于用水， 而达到了非凡的艺术效
果。 宾老曾说：“古人墨法， 妙于用
水，水墨神化，仍在笔力，笔力有亏，
墨无光彩。”齐白石在题《墨荷图》中
说：“干裂秋风画亦难， 润含春雨亦
非易。 ”如果说墨是中国画的魄，那
么水就是中国画的魂， 有墨无水则
无韵，有水无墨则无骨；丢开水墨既
无传统，创新更无从谈起。中国画中
的艺术表现在于虚实辩证的美感，
正如“水”与“墨”之间的关系。

苏轼说：“静故了群动， 空故纳
万境。 ”意思是说空则灵气，飞动迟
速、意浅之物易见，是一种空明的觉
心。“水”化“墨”则气韵足。当然这还
与创作者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庄子
语“虚实相生，与万物同其节奏。 静
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 ”意为
在静态中求动感。水之静谧，映照万
物于一心，墨之律动，体现造化在纸
上。“虚”托“实”、“实”衬“虚”，虚实
二者皆生“意”。中国画是超旷空灵、
超以象外的艺术， 在空灵中体现道
义， 创化万物的永恒运行着的是

“道”，无画处皆成妙境，或许这就是
“水”的至高境界。

王育红也深深感悟到中国画笔
与墨的交融妙在用水。她觉得，水的
运用于中国画中不仅仅停留在技法

上， 更多在于用水是否使画面的氛
围更加生动， 是否将水的精神融入
画面之中， 营造出真正的水墨精神
世界。

虚实相生

王育红在几十年的绘画生涯中
深深地感悟到， 中国画中的虚实相
生有着悠久的哲学和美学渊源。 早
在先秦时代，老子就讲“知其白，守
其黑”，要使虚处灵、实处工，着眼于
空白之“虚”，立足于笔墨之“实”。

“虚实”即是中国古典哲学，是一种
美的表达。 虚和实常常作为对立统
一的关系出现，无虚便无所谓的实，
无实也无所谓的虚。

中国画有笔墨处即为有， 有即
宇宙的实体， 在中国画中谓之“实
处”；无笔墨处即为无，无即宇宙之
空间，在中国画中谓之“虚处”。所以
清代笪重光讲：“空本难图，实景清
而空景观。 神无可绘，真境逼而
神境生一一虚实相生，无画处皆
成妙境 。 ”又如，清代任立凡的
《天地一沙欧》， 整幅画面只有几根
芦苇和一只沙鸥，沙鸥为实处，画面
大片虚处。因有大片虚处的衬托，方
能显出水天一色、 浩瀚无际的荒寒
之境。

黄宾虹曾说：“作画应实中求
虚，虚中求实。 看画，不但要看画之
实处，而且要看画之空白处。 ”画法
如兵法，虚虚实实，以虚托实、用虚
代实，虚实互用，神化莫名。 元代倪
云林的画，疏疏几笔便能意境深远，
其画尚简，惜墨如金，充分体现了他
的独特审美及艺术风格。 虚与实相
配合生发，对比照应。疏密有致的韵
律和节奏产生虚虚实实、 若断若离
的高妙的画面感。 王育红对这些先
贤留下的绘画理念反复进行体会、
实践和摸索， 以至于形成了现在属
于她个人的笔墨语言。

笔墨精神

墨的品位和灵性在中国画里应
当是超越一切的艺术本质， 它融贯

古今、独成体系。中国画创作提倡以
书入画， 近代海派大师吴昌硕就是
以“金石篆法”入画的，笔笔写来直
抒胸臆。作为绘画语言的探索者，王
育红更注重笔墨的书写性， 追求心
手相畅的完美境界， 将个人的情感
通过线的游弋抒发出来， 每一根线
条都代表了心灵的轨迹， 精炼而又
概括。 正如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
志》中所说：“凡画，气韵本乎游心，
神采生于用笔……笔有朝揖， 连绵
相属……笔周意内，像应神全。 ”

王育红的画表面看似传统，造
形上多追拟宋元， 而实际上其置景
造物大都取自现实形态， 只是不同
于古人的精神品位， 笔墨有其自身
独立的审美价值，有超越自然之功。
而画家如何处理笔墨与自然、 笔墨
与生活、笔墨与文化、笔墨与个性之
间的关系， 也印证着画家对中国画
认识程度的高低。 笔墨是中国画的
灵魂所在，也是中国画的核心。中国
画讲求以线造形、骨法用笔，线条是
中国画的生命线。

王育红的笔墨之美， 不能孤立
地看。 她与所要表现的物象的质感
空间及她所要表达的高妙意境有着
必然的联系。 她使笔墨真正能达意
而畅神， 这就是画家走向成熟的标
志。

王育红（王然）

王育红《溪邨秋色》 180 厘米×90 厘米 2014 年作 王育红《山水知音》 250 厘米×195 厘米 2019 年作

王育红《天山圣地》 200厘米×200 厘米 2014 年作

王育红《北山秀谷图》 250 厘米×195 厘米 2017 年作

王育红《祁连之春》 136 厘米×45 厘米 2013 年作

王育红《周庄写生》 30 厘米×40 厘米 2013 年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