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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经历过全套西洋绘画的基础课
程，又跟随国画名师学习丹青，他被分配进
入上海博物馆，干着古卷残片的临摹与复
制工作；上博岁月的十二字诀：“胸臆怀揣
典籍，腕底浸润古意。”从宋徽宗到唐伯虎，
单是一卷《清明上河图》，周根宝一笔不拉
临摹了五遍。十七年后，周根宝被调往文化
局的《舞台与观众》报任编辑，亲近了舞台。
然而成功之路绝非一蹴而就，中间又横了
一个太平洋。周根宝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远渡重洋赴美，将他的梦想和世人的期许
发酵酝酿至今天这个足以绽放的时代。曾
几何时，他的戏曲人物以写人写境，重剧情
伊始，亦庄亦谐、不变地囿于舞台的方寸之
间，以及追光脚灯的之上之下。

毕竟穷十年廿年之功，景况发生了惊
世骇俗的丕变。在眼前这些赋予创造精神
的画面上，人们终于见识到点线面交错纵
横的无限张力，其法度仍不失传统“骨法用
笔”的变体和分解；发自古代东方的一股
“气韵生动”与通透的洞穿之力，竟直逼现
代西方艺术的新理念。行家并不陌生周根
宝借用了西方的利器，那种狂放之构成，和
象征当今时代精神的疾速运笔；从中还依
稀见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和身影，诸如：米罗
的童趣与符号，马克的弧形，德·库宁火花
四射的爆发力，以及康定斯基流动的音乐
节律等等不一而足———在他的某些极品之
中，观者如闻袅袅清音绕梁，或锣鼓喧天的
铿锵之声；感受到武生重足捶地的震耳心

跳，或者舞台烟尘的腾起呛鼻；虽刀光闪闪
却人影幻化，时空的突破和穿梭让观者陷
入一种重新诠释的抽象，但也许是更为真
实的京昆神韵之中。

周根宝凭借早年的传统功力和日后在
西方世界的感悟和见识，厚积薄发、培植他
奇花异葩式的戏曲人物画，可谓长袖善舞、
游刃有余；其绘画的真实一如舞台的真实。

夏葆元

铿锵与流光跃然纸上
———点评周根宝绘画作品

! ! ! !书如其人。其行书《道德经》如行
云流水，洋洋洒洒，一气呵成。篆书
“吃亏是福”，凝重厚实，且笔法飘逸，
不落窠臼，散发着灵气，构成了他书
体的独有风格。至于其画，则更具诗
外功夫。无论大作或小品，大凡山水、
动物、花草一经入画，仿佛信手拈来，
跃然纸上。用墨或浓或淡，或枯或湿，
严谨中更显洒脱，神采飞动，体现着

名家人文光泽和人格魅力。那大幅山
水《雄鹰搏长空》中的雄鹰占据画面
的大半个篇幅，展翅凌驾于千山万壑
之上，其势磅礴，酣畅淋漓，具有强烈
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实属罕
见，反映出名家鸿鹄之志和博大胸襟
以及傲视艰难险阻的信念。那国色天
香的牡丹，在他的笔下一挥而就，花
团拥簇，竞相开放，鲜艳欲滴，那叶儿

仿佛被水洗过的一样，新鲜透亮，体
现了作者对真善美的向往和执着。就
连他画的葡萄也与众不同，个个晶莹
透亮，让人垂涎。非同凡响的是大鸡
带小鸡在葡萄下觅食，形神必备，风趣
逗人，煞是可爱，透着世外桃源般的静
神秘谧、安祥、纯真。而那挺拔的竹子，
则一挥而就，表达出对岁寒三友的酷
爱和对高风亮节的倾慕。 那里人

———汪忠玉的水墨世界

当今人物画大家方增先曾对周根
宝说：就戏曲人物画而言，美术史几乎
空白，关良先生开创以水墨形式表现戏
曲的先河，好在你没有简单的重复———
你有自己语言，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方
增先一语道出周根宝戏曲人物画的定
位和它的难能可贵。

汪忠玉自幼喜
爱绘画，兴趣广泛。
他崇尚国学，潜心钻
研老庄哲学，厚德载
物成了他人生信条
和座右铭：积累了丰
富的文化底蕴，超凡
脱俗，虚怀若谷。工
作之余，忘情于中国
书画殿堂，笔耕不
辍，挥毫泼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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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挥而就，表达岁寒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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