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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曾
说道：“伏闻古人云：画者，圣也。
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
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
能，而千里在掌至于移神定质，轻墨
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
生。”所谓“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
之不照”，即是“无形因之以生”的精
神，即所谓的“意”。画家在方寸之间
挥笔，展现出天地万物的生命精神，
这种意象性的表达方式是中国画最为
核心的追求，蕴含着画家的主体精神
及其对生命的体察。画家通过“游”
的方式体察世间万物，以心观物，并
借由画作表现出超越客观物象的心灵
图景，李汉平正是秉承着这样的中国
绘画传统，通过多年探索，作品营造
出了一种宁静幽远的舒卷雅致之境。

李汉平早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
院，后又入中央美术学院深造，学院
教育使他具备了扎实的造型能力与专
业素养。其笔下无论是白描写生、兼
工带写，还是大写意花鸟，都充满着
和谐、静谧、恬淡的气息。雅致的笔
法、清透的墨色、明净的色彩以及

“工”“写”结合的创作技法，使其作
品既有唐宋时格物致知的雅淡，又不
失元明文人的疏野气象，形成了汲古
开新之路。

写生是花鸟画家的基本功和创作
的源泉。唐张璪最早提出“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的论述，已然成为中
国绘画理论的精神本源。清邹一桂曾
在《小山画谱》中提出：“今以万物
为师，以生机为运，见一花一萼，谛
视而熟察之，以得其所以然，则韵致
丰采，自然生动，而造物在我矣。”
从李汉平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并非
是一位囿于传统的画家，在数十年的
创作实践中，始终坚信并努力从写生

中寻找中国画革新的突破口，在长年不
断地深入自然、体察万物中提炼出世间
物象的物理、物态，从日常的花卉植物
到热带雨林，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梅、
兰、竹、菊程式化素材，绘画语言也随
之得以拓宽。

李汉平以极大的热情专注于写生，
不断对物象的形态、结构进行揣摩，以
达到下笔如入自由之境。正如张大千所
言：“作画要明白物理、体会物情、观
察物态，只有这样才算达到了微妙的境
界。”或许是长期深入自然、细微观察的
缘故，他从不肯放弃那些自然生命中的
细微变化，如花木出芽、叶脉转向这些
微小的细节，他会以细腻的白描手法与
恣意的大写意手法相结合，在笔尖婉转
之中勾勒出花瓣、枝叶的姿态变化，与
以往那些概念的、程式化的花卉作品形
成鲜明对照，正所谓“笔笔有形，笔笔
留意”。这种“工写结合”的创作手法，
既体现出了花木的自然生动之美，又不
失用笔的简劲概括及疏密节奏变化。

李汉平的笔下讲究画面放逸生趣之
感，对于花卉的描绘则趋于细腻柔美并
施以浓丽色彩，正是在这纵逸与细腻之
间，收放自如地表现出大自然中动与
静、兴与衰的关系，于墨色之间实现了
物我相融。

“笔墨当随时代”，在当代多元绘画
观念冲击下，传统的构图模式和色彩理
念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审美需求。求新的
路上，李汉平并不满足于对新材料、新
技法的简单采纳，而是在中国画的传统
意象表达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形式构成
理念，试图拓宽花鸟画的精神内涵及审
美图式，使作品更富有时代气息。他意
识到花鸟画的变革仅从题材上拓宽是远
远不够的，要体现时代主题必须从表现
手法、视觉形式、审美观念上寻求全方
位突破。首先，在构图形式上，他放弃

了传统文人画大量留白的程式布局，而
采用了一种“满构图”，以打破时空的
局限，扩大视觉张力；其次，在主体呈
现上，他又突破物理常规，主观调配物
象的位置，以实现自己内心的审美目
标；而在色彩表现上，他也并未延续

“随类赋彩”“墨分五色”等传统的色彩
观念，而是更加关注色彩的对比、调
和、节奏和均衡以及色彩本身的表现
力，使画面更鲜艳亮丽，增强了画面的
视觉冲击力。同时，为达到视觉上的平
衡，他又采用浓重的墨色，这样既沉稳
了画面，又不失传统中国画的审美
意蕴。

在当代各类信息空前繁杂、物质文
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一再囿于古
代花鸟画家的创作范例和图式并非明智
之举，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到古人所处的
时代，也无法依据古人的理念来审视当
代的艺术创作。纵观当代花鸟画的写生
与创作现状，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植入时代生活，以艺术家独有的视角和
感受为时代高歌，李汉平的作品为我们
提供了一种范式，他在作品中所体现的
雅正与淡逸正是这个时代所需求的一味
美学补药，其努力追求的审美境界或许
正是现代人精神自由的栖息之地。

舒卷之境
——李汉平花鸟画品鉴

李兆玥

学界已有成果中，对“闽派”
“闽中画派”“闽习”“诏安画派”“李
耕画派”等概念的梳理较为充分，如
吴其生、黄叶等对诏安画派及仙游画
家的讨论。王来文、童焱、郭勇健等
具体说明了“闽派”与“新闽派”的
概念。相关研究在分析论证何为“闽
派”时，以时空线索及省内区域地理
分布作为分析维度，具体说明“闽
派”与“闽籍”、“地域性”与“时代
性”的逻辑关联，厘清了对“闽派”
的一些模糊认识，并进一步提出由

“闽派”到“新闽派”的“移动说”，
从题材、意象和符号的视角说明挖掘
闽派元素对“新闽派”艺术发展的艺
术、文化与时代价值。

在此基础上，福建省内地方画派
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就莆仙地区艺
术流派的讨论，已有成果除对古代画
家诸如李在、曾鲸、吴彬等的研究之
外，对现代画家的关注以李霞、李
耕、黄羲等为主。若与诏安画派的相
关研究成果比较，有关仙游画家群体
的梳理及对“仙游画派”的理论建构
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明确。2001 年
中国美术馆曾举办“李耕画派暨莆田
市书画展”，展览开幕结束后即组织
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对李耕及莆仙地
区书画艺术的特色给予了肯定。这次
展览及研讨会引起了美术界对福建水
墨画发展情况的重视，包括现场的发
言及会后的专题性文章报导，尤其就
流派、画风及内涵表现方面进行了广
泛的讨论。莆仙地方美术资源丰富，
美术作品主要以民间信仰、历史典故
为主题，既表现了传统的人伦道德、
文化及信仰观念，又凸显了鲜明的地
域性美术格趣。受此风气的影响，仙
游水墨人物画十分盛行，一些人物画
家亦擅长庙宇彩绘创作，表现仙佛传
说、孝义经典、民间故事等主题。黄叶
从莆仙地区民间信仰的视角讨论国画艺
术繁盛的因素，“三教合一”的包容性
构成了该地文化上的多样性，由此逐步
培养了大众对绘画艺术的喜好。如贺
婚、祝寿等民间习俗对绘画创作的影
响，这种题材形成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审
美意趣，亦表现端肃家风和激励上进的
教化意义，这对理解仙游水墨人物画的
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梁桂元在讨论李耕画艺时曾提出
仙游画派的概念，认为“仙游二李”

（李霞、李耕） 为仙游画派的创始
人，其充分融合黄慎、上官周、华
喦、仇英、梁楷、曾鲸等前人的艺术
风格。他进一步说明在“二李”的影
响下，由黄羲等人进一步传承发展。
陈玉顺、郑工、郭勇健亦曾说明仙游
画派的兴起与仙游“文献名邦”“书
画之乡”等文艺传统的关联。由此可
以大致梳理出仙游画派的基本概念，
源于莆仙地区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
地方书画艺术传统悠久，民间美术活
动繁兴，加之闽派传统画家诸如黄慎
等人的艺术影响，逐渐促成了仙游画
派的形成。主要以李霞、李耕为开派
人物，李霞的作品风格强烈，笔力雄
健，墨色浑厚，造型古朴，在画面构
成上追求奇巧的艺术效果。李耕的画
风多变，以劲挺的线条、清瘦的造型
及丰富的场景塑造著称，画面具有浓
郁的民俗意趣。继任者黄羲受潘天
寿、吴茀之等人的邀请，曾赴中央美
术学院华东分院 （现中国美术学院）
教授中国画 （1957-1972）。在传统
人物画题材、笔墨及线条表现的基础
上，黄羲践行了“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的理论内涵，在人物画创作中吸
收写生造型因素并将之充分内化，形
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对学院体系的
人物画教学产生了影响。黄羲是“二
李”画艺的集大成者，他的作品风格
更为清润，造型准确生动，墨线变化
十分丰富，设色清雅，重视人物神情
的描绘。《牧羊女》 在传统人物画风
格的基础上，迎合时代发展主题，画
面中一劳动归来的年轻女性，右手提
篮，左手抱着羊羔，回首观望与母羊

“舔犊情深”的急切神情构成了生动
的画面情节。草帽、箩筐、镰刀等细
节刻画生动，画家以古装技法描绘现
代服饰，重视线条的节奏变化及笔墨
的晕染效果。作为继任者，黄羡得家
学渊源的艺术启蒙，后受到学院体系
的重要影响，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探索
中重视写实造型与笔墨精神的融合，
创作包括古典人物、田园意趣、西北
风情等主题，墨与色交融共生，线条
节奏变化丰富，寻求造型与构图上的
视觉张力，空灵、玄幻与禅悟的意
境，营造出了一种时空交错、幻影重
叠、墨色交融、符号共生的艺术情境。

作为仙游画派艺术的传承者，沈
默与郑永庚继承了闽派画风中“古
拙”“浓厚”的气质，沈默曾得李耕
面授画艺，郑永庚是黄羲门人。此二
人的笔墨挥写不拘一格，或勾写，或
点渍，或泼洒，或浓墨重彩晕染。沈
默的作品常墨中调胶，运用“积”

“染”的方法追求通透、浑厚、稚拙的
笔墨趣味。他关注现代水墨题材，如对
城市环境及区域文化形态的表现。《阳
光》以广西侗族村落为题，在传统民居
的掩映中，圆木上一群放学归来的儿童
正在交流嬉戏，人物的衣着及瞬间的动
态、表情描绘准确生动，全画空间层次
丰富，墨、色富有生机，展现了浓郁的
乡土文化气息。郑永庚的创作回归到

“渔”“樵”的人文主题，他的作品《钓
之乐》横向构图，与传统题材相比，作
者没有采用以山峦、溪流、树石为背景
的全景式描写，即便是马远的《寒江独
钓图》，仍然以大面积留白的形式，展
现了天地浩渺、清冷孤寂的艺术气氛。
郑永庚的作品却通过局部取景的方式，
以健朗的笔墨刻画渔人怡然自得的心
境。人物淡然的神情、微张的左手与隐
现的钓竿蕴含着一触即发的“势”，蓑
衣狂放的笔势、小舟横向挥出及草帽鱼
篓重墨点写进一步烘托出全画的生气。
虽为局部小景，却展现了无限的机趣。
郑瀚林师承黄羲门人仇拔，作品《罗汉
图》墨色浓重，笔力豪放，干湿手法娴
熟，构图设计巧妙，线条富有弹性，尤
其重视人物表情的个性化处理，塑造出
明心见性的主题内涵。

当代画家更是仙游画派艺术风格的
重要发扬者。除人物画之外，仙游画派
传统画家亦在创作中旁及山水、花鸟等
其他主题，在传统题材与风格传承的基
础上，仙游画派的现代转型充分吸收多
元审美因素，尤其受到美展制度、学院
体系的重要影响，在人物画、花鸟画、
山水画、翎毛走兽类皆有精彩表现。

李清达、李晋等传承者，对“二
李”的艺术风格进行了创新发展。李清
达的创作关注人文题材的现代转化，

《家计不忘子读书》 表现的是望子成才
的美好期许，一长者神情严肃正在教
读，孩童双膝跪地双手抱书动态拘谨，
似带有委屈情绪，与窗外嬉戏喧闹的同

伴形成鲜明的对比，让观者产生强烈的
情感共鸣，这正传达了严师苦读的教化
意涵。林仲祖、林永林、傅振文的山水
画创作关注时代风貌。林仲祖的作品

《绝壁通途之三》 描绘了高耸矗立的悬
崖峭壁，记述了郭亮村勤劳质朴的村民
为开拓生命之路付出的数十年的艰辛。
画面少施色彩，以水墨的浓淡皴染崖
壁、云气、天空的色调及质感变化，穿
行在崖壁中的公路与车流是画面中的点
睛之笔，更通过独特的视角表现了时代
的发展变迁。林永林的作品《通途》描
绘了穿行在崇山峻岭间的高速铁路，述
说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为生活带来的便
利，画作同样以巨碑式的山峰层层推
进，闽中多山峦，遥望远方的民居与群
聚的高楼，对自然与城市、乡土与时代
进行了图像诠释。傅振文的山水画追求
平面化与装饰性意趣，画作《灵景清幽
图》线条遒劲、墨色润透，奇石古松形
态恣意，远山近水营造诗画新境。叶新
喜的工笔人物画题材新颖，风格鲜明，
其在传统 《婴戏图》 的基础上，以屏
风、芭蕉、建筑等进行幻象分隔，造成
时空上的错觉，身着古装的儿童却透露
出现代气息，尤其是面部五官的细微刻
画，小戏班的角色与大红底色及古朴的
色调又透露出浓郁的地域性美术风格。
郑路迅的花鸟画笔力雄健，设色及造型
生动，格调雅致，朦胧悠远，追求“物
我两忘”的人文意趣。刘元模将“家园
情感”作为创作主轴，以北极熊、熊猫
等走兽类入画，重视动物形态、神态、
毛发质感及所处环境的细微刻画，亦有
工写结合的泼彩风格融合，展现自然界
的生机大美与人间挚情真爱。当代画家
的创作选题广泛，关注时代与社会风
貌，在追求艺术个性的同时，形成了仙
游画派多元的风格呈现。

（作者系艺术学博士，闽南师范大
学艺术学院美术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仙游画派及其现代转型探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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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四条屏》中国画 李汉平 作

李汉平，1999年毕业于湖北
美术学院国画系,获硕士学位。
2015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驻校艺
术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
工笔画学会会员、中国画学会副秘
书长、民进中央开明画院理事、北
京林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出版有
《关照自然——李汉平花卉写生作
品集》《李汉平花鸟画》《美术
家——李汉平》《李汉平画集》。

《绝壁通途》中国画 林仲祖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