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
外。”这是苏轼论吴道子画时留下的名句，也被
著名山水画家，美术教育家应野平先生引为座
右铭，同时这也成为应野平一生艺术追求的理
想境界。

应野平（!"!#—!""#），幼承家学，喜爱绘
画，!$岁后专攻山水。初学王石谷、王鉴，后师
石涛及宋元诸家画风。!"%"年前曾任新华艺
术专科学校教授。!"%"年后任上海人民美术
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年任教于上海美
术专科学校，!"&'年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
授。所作笔墨苍润拙朴，格调清新明快，画面气
韵生动。!"&&年 $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
画展。出版有《应野平山水画辑》《应野平山水
画册》等；擅书法，以隶书见长。间作诗词，亦清
新隽雅。曾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美协
常务理事，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上海
中国画院画师。
此幅《松涛流水图》是应野平 !"&#年所作，

是他晚年的作品，尺寸：$!!'%()，题识：松涛流
水发清音。庚申秋应野平。钤印：野平、四上黄山
觉画难。进入 &#年代，随着文革后的山水画大

家吴湖帆、贺天健等相继去世，海上画坛出现了一个新的时
代。应野平先生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进入不断探索、不
断变革、不断创新的阶段，而终于走向成熟的境界。他认为
“变法”不可能天天有，“试法”却不可一日无。此幅山水画
画面水墨淋漓，横竖、大小的墨点以干湿焦枯丰富多彩。湿
而不烂，枯中带润，苍莽华滋，浓淡枯湿浑然一体，在一片富
于浓淡变化的泼墨之中留出一定空白，皴以枯笔式飞白。这
幅作品的风格相对他早中期的作品而言，显得更加简略，滋
润豪爽，韵味十足，厚重感强，构图独特，气韵沉雄，拙朴自
然，墨意俊逸，气势磅礴。

应野平晚年的作品笔触大、线条粗、力度足，一改以前
秀丽的风格。作品既气势壮阔，情调高雅，又朴茂苍劲，雄浑
有力。特别是成为他一家面目的水墨写意山水，云气氤氲，
峰峦飘没，村麓沉雄，泉瀑清澈，欲雨欲霁，非烟非雾，读后
令人心魂激荡，神思飞越。

应野平在他 $#余年的艺术实践中坚持做到两个不束
缚：不为一宗一派的古人技法所束缚、不为自然所束缚。三个
不重复：不重复古人、不重复他人、不重复自己。在自我否定和
永不满意的前提下做无止境的求索，经过三次大病三次大变
法，四上黄山，闯出了一条从学古、写生、创新的艺术发展之
路。巧妙地将造化和传统糅合在一起；博采众长，用宏取精，独
辟蹊径，走出了从写实、写意变化为泼墨泼彩的艺术三部曲，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山水画风格。这画风，苍润浑厚与峻爽明
快兼而有之，气韵生动且意蕴深邃。加之朴美之书法，隽永之
诗章，堪称集三绝于纸褚，筑新殿于旧垒。 宣家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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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景德镇官窑瓷画院院长、陶瓷
艺术大师崔可辉个人陶瓷艺术作品
展，近日在本市多伦路 ++号源宝楼
展出。作品涵盖了人物、山水、花鸟
等多方面题材，系崔可辉近年来潜
心创作的一批精品。工笔细腻，形态
逼真，栩栩如生。
崔可辉先生出生于江西省景德

镇市，自幼在家庭父辈的影响和熏
陶之下，对古陶瓷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早期曾在景德镇风光瓷厂学习
陶瓷挖坯技艺和陶瓷绘画技术，这为
其将来从事古陶瓷鉴定和修复打下
了一定的基础。他起初从爱好收藏古
陶瓷片开始起步，在收藏和研究了数
以万计的古陶瓷片后，开始对古陶瓷
领域进行刻苦钻研，参阅研究大量典
籍的同时又不断向前辈专家求教，在
他们的指点之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经验，将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形成了独有的古
陶瓷艺术品鉴定风格，渐渐在同行业得到了广泛
的好评。在举世瞩目的世博会期间，崔可辉先生
的陶瓷绘画作品应邀参展“永恒世博———中华
文化艺术博览会”并获得金奖。 夏龙

! ! ! !日前，著名语文刊物《咬文
嚼字》，集合国内语言文字专
家，评选出 +#!' 年十大流行
语，“中国梦”排名第一，成为
+#!'年全民流行语。十八大以
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其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以其
清新的理念和亲民的风格迅速
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并日渐成
为主流政治话语之一。

学习了解中国梦意义后，
鸿运斋艺术主创的中国梦壶，
突出了梦是大脑的产物，而人
的行为处事也要靠大脑指挥，
所以中国梦的壶型似人的大
脑状，并在其上镌刻中国梦语
录。而壶的背面，则由著名临
摹画家张瑞根摹画，镌刻黄公
望名画富春山居图的其中一
段，左前方是静美的山峦，右
侧是一方碧水，右上方是一轮
红日。这一幅文人山水画，其

意境则诠释了梦的生动形象
含义。森林中的太（夕）阳，即
为“梦”字，由此可见，这宜居
优美的山水，就是中国人民居
住的环境，在这仙境般的环境
中居住，人民能不幸福吗，而
做的美梦，也肯定能实现。有
关行家，品鉴了中国梦紫砂
壶，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梦
紫砂壶艺术化的形象生动诠
释了中国在世界的复兴之
路。 华东

细思却是最宜霜

! !宋代诗人苏东坡有诗颂：“千林
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唤作
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芙
蓉花又名“拒霜花”，意赞其不畏霜
冻，凌寒绽放。花初开时是白色或粉
红色，渐渐变成深红色，花朵硕大，
鲜艳夺目，在此秋末冬初，一片萧瑟
之中盛开，给人带来暖暖的生的气
息。如此特立的个性，细细想来，说
它不惧寒霜尚不足达意，它选择在百
花凋敝的霜冻中绽放，正是展示其不
同寻常的生命的芬芳。芙蓉花被喻
作高洁之士，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钟
爱。屈原《楚辞》云：“采薜荔含水中，
擘芙蓉兮木末”。

宋徽宗赵佶有署“宣和殿御制并
书”的《芙蓉锦鸡图》传世，一羽锦鸡
栖于芙蓉花的折枝上，图上题诗：“秋
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

安逸胜凫鷖。”知其意在颂扬鸡的“五
德”，芙蓉仅是背景。而稍后的南宋画
家李迪的《红白芙蓉图》，则是一件以
芙蓉花为主题的经典作品，代表了宋
代工笔花鸟画的极高成就。
《红白芙蓉图》由两幅小品组成，

一幅《红芙蓉图》纵 +,-!厘米，横 +,-%

厘米，另一幅《白芙蓉图》纵 +,-+厘米，
横 +,-'厘米，绢本设色。原为清朝宫廷
所藏，为两幅独立的册页，后流入日
本，依日本茶道的欣赏习惯装裱成一
对挂轴。!",.年 +月被指定为日本国
宝，收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李迪，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生
卒年不详。《图绘宝鉴》称他：“工画花
鸟竹石，颇有生意。”史料记载他供职
于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画院，
而此两图左上角，均以小字署：“庆元
丁巳岁李迪画。”时乃 !!".年，已是

南宋宁宗朝，南宋已有 .#年的历史
了。而《红白芙蓉图》，确也体现了宋
代院体绘画体察物理、写景状物的极
高成就。画面上各画两朵盛开的花，
但花朵的大小、向背，构图的虚实、疏
密，既错落有致，又相互呼应，精心组
合，大气端庄。而勾勒的精微，将花瓣
的收放形态、花叶的穿插翻转，无微
不至，形神毕肖地展现于画绢。尤其
是花朵色彩的晕染，无论是白芙蓉花
瓣的明、暗过渡，还是红芙蓉的由白
而向粉红，由粉红而向深红的过渡，
虽然色彩厚重，却都画得十分自然、
优美，层次丰富，体现出中国画对于
光感和色感的独特的表达方式。色彩
虽明丽，但整幅画依然不失中国画特
有的宁静幽雅。毫不夸张地说，这两
幅画展示了中国工笔花鸟画的极高
技能和非凡魅力。 张德宁

工
笔
细
腻
画
陶
瓷中国梦紫砂壶

刊头篆刻

作者 王开炳

责任编辑∶丹长江 视觉设计∶黄 娟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288 投稿：dcj@wxjt.com.cn 读者来信：dzlx@wxjt.com.cn B92013年12月28日 星期六

/品味典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