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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五明 龙 丹

中国传统花鸟画历经数千年的传

承与积淀，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绘画

创作理论与思想体系。据史书记载，

六朝时期，已出现不少独立形态的花

鸟绘画作品，如顾恺之的《凫雀图》。

至唐代，花鸟画业已独立成科。两宋

时期，随着画院体制的建立，中国花鸟

画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自

明清以来，随着“文人画”思潮的兴起，

中国花鸟画步入了一个变革与发展的

时期。在现代画坛，吴昌硕、齐白石、

潘天寿等大师的出现，均以造型与笔

墨的独特占据了各自应有的位置。

花鸟画不以再现自然对象为主

要目的，而以把握自然对象的内在生

命为主旨，因而它不叫“静物”而称之

为“写生”或“传神”。花鸟画通过描绘

自然界的动植物来表达画家的思想

情趣，进而在审美上给人以美的愉

悦。严格地说，花鸟画的表现范围不

仅限于描绘花鸟，它还包括草虫鱼

虾、水果蔬菜乃至走兽家畜等。受玄

学和佛学的影响，花鸟画强调“外师

造化、中得心源”，强调“意在笔先、画

尽意在”，强调以形写神、形神兼备，

注重气韵生动、融化物我，力求画意

和诗情相通，进而画家借助笔下的物

象来借物喻志、抒发情感。通过对花

鸟鱼虫的笔墨造型，创造一个由形式

美感和诗意化形象融合而成的花鸟

世界。

“我想每个画家都需要根据自己

的特点、志趣、基础，看准自己的主攻

方向，找准切入点，尽快地摸索出一套

适合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并将其发

挥到极致。条条道路通罗马，不管你

是画现代的、传统的、抽象的、写实的、

人文的、甚至可以将剪纸、雕塑等姊妹

艺术都引申进来为我所用，只要有自

己的想法，找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径，就要坚定不移走下去，只有这样

才能具有自身特色的艺术风貌和笔

墨形式，才能确立自己独特的艺术风

格。”薛尔纳曾说道。因此薛尔纳的

花鸟画有他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创作

技法，他的作品创作题材广博宽泛，

珍禽异卉、翎毛走兽皆有涉猎。他笔

下的花鸟世界是鲜活生动、感人至深

的。他的作品于人扑面而来的是一

种撼人心魄、直抒胸臆的雄浑气韵和

苍润清雅的笔墨气息。创作中较多

地采用水墨烘染，注重线与面、水与墨

的相互辉映彰显，注重墨色变化与明

暗对比，用笔刚柔并济，沉逸洒脱；墨

法氤氲浑厚，苍茫幽邃。他能摹古而

不泥古，“我自用我法”，用明净、纯和

的心态去观察自然，用娴熟、精炼的笔

墨去描述自然，而后才能“物化于心，

生机无限”。他的“牡丹系列”既有雄

伟壮阔的丈幅巨制，也有清雅精妙的

册页小品。尽现牡丹妍美瑰丽之姿，

雍容华贵之态。其作品《醉春》构图简

洁，精洽严谨。笔墨浑厚朴拙、雄健苍

劲，赋色明快大方，意境清远开阔，深

得传统笔墨之精髓。

薛尔纳的花鸟画创作在遵循文人

画思想的同时，既坚持中国画的优良

传统，又融合了新的创作手法，因而他

的花鸟画有着可贵的探索意味，充分

显示了他的创作活力和创作精神。

摹古而不泥古 传承花鸟精神

□ 丁雪峰

面对中国当代艺术观念的多元化与变

革，薛尔纳有着冷静的思考。他善于识别事

物发展的规律，在观察艺术发展的同时又能

探视社会的真伪。近几年来，他创作了一大

批极富彩墨情趣的花鸟画，透过他的作品，

可以看到他创作的心态与艺术思想。

薛尔纳的画质朴自然，又浑然天成，不

造作，不矫饰，直率朴实。这与作者的修养、

才能及学识紧密相关。薛尔纳还十分重视

对绘画形式美的探讨，将中国画的构图、色

彩以及笔墨情趣、形象特征不仅仅视为造型

要素，而且看成是重要的审美因素。他的这

种苦心经营真诚自然，给人以自然清新之

感。他笔下的花鸟画既能自由挥洒，而又法

度严谨。他画的荷，不泥古法，不重唯美，把

荷视作一种自然物之上的品格题材，所用章

法相得益彰，点线之间，墨彩交织，画中的鹭

鸶、水鸟穿插得当，静动结合，笔墨互应。显

示出鸟语花香的荷塘意境和情趣。他不摹

古人的构图，不仿古人之笔墨，但又不是西

方表现风格的套路，而是用诗一般的语言所

表现的超越自然的人格化的荷花之意境。

薛尔纳的鸵鸟有傲骨精神，笔墨洒脱，不求

局部完美而使整体章法完整，求情趣而不

求形似，布局经营新颖，爽朗大方而又不失

传统。

中国花鸟画的格调与风格，可以说是个

大千世界，如何将这一传统画种得以继承与

发展，的确是件难事。薛尔纳能够始终把握

着自己对大自然的认识，对花鸟的人格化

理解，使其画风既保留传统笔墨的本质，又

体现自己的笔墨语言。在他的花鸟画作品

中，无论是画花还是画鸟，都超越了对现实

世界的客观描述，不求自然状态的景构，而

是求物化的诗意。他笔下的鸵鸟、鹭鸶等均

不落俗套，薛尔纳的作品重视审美意象的创

造，强调造型的形式美感，从而形成了自己

的风格面貌。

薛尔纳的笔墨艺术以刚正为其主要特

征，这种刚正的骨力得力于他自幼久练二

爨书法，所以其用笔明显不同于绵里藏针

的圆转温雅一派，也不同于怒发贲扬的一

派，其刚正挺劲中，自有一种内敛之力，而

这种内力又毫不张扬，用笔有速度亦有见

锋利处，但不拘成法，在急速中仍有静感，

醇正到位。在用墨用色方面，薛尔纳在强

调用墨的同时又特别注重用色，他用墨用

色一气呵成，自然妙化与理性把握能够轻

松地结合，又能在同一部位进行多层次虚

实处理，避免了呆板而颇有韵致，形成了或

透明娇美，或沉雄浑厚的效果，而且能做到

轻快亮丽而不轻浮，沉重涩辣而简练，色墨

对比得当而不简单化，能耐人品味。薛尔

纳的花鸟画强调自然形神之美，对画中物

象之美的表现，呈现一派健康与优美。在

这方面，他进行了练形与练神。薛尔纳注

重结构的精到与俏丽，更重传神的生动与

可爱。但这已不是自然物象的再现，而是

人格化的艺术形象。他十分注重花的仪态

万方的神韵、鸟的静躁不同的生动，所以他

笔下的花鸟形神具有意味，这意味又是十分

醇正的。

总之，薛尔纳的花鸟画无论从技法和形

式语言上，都有自己的独特面貌。他以严谨

的创作态度从自然中发现美、表现美，从不

草率，这是他作品的魅力所在，也是画家人

格化的显现。

薛尔纳的探索是成功的，我相信随着创

作的不断深入，凭着他的才气和悟性，在今

后的艺术道路上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风 情 骨 劲 意 志 新
——薛尔纳花鸟画作品赏析

薛尔纳简介
1946年生于河南郑州市，现居北京。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民革中央画院理事，民革

中央画院展览部主任，河南省花鸟画研究会

会长，曾任河南省国画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

中山书画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文联授予百杰

中国画家称号。

他笔下的中国花鸟画雄健苍润、阳刚大

气、笔墨粗犷豪放但有天然韵致，造型浑厚且

富装饰意趣。著名画家陈大羽称赞他的画：

“笔墨大气富有装饰性、具有现代感。”娄师白

先生为其作品题词：“尔纳同志作品造型生

动，浑厚大气，深得似与不似之妙。”

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各类大展并频频

获奖。各种报纸杂志不断发表他的作品，其

数十件作品已被中南海紫光阁等国内外机构

及收藏家珍藏。

作品《大吉图》由中国美协推荐中南海紫

光阁收藏。巨幅牡丹《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

朵花》参展《辉煌六十年——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成就展》并由国家民委收

藏，出版有《薛尔纳画集》等多部出版物。

夏至

阳光下 事事如意图鸢尾花高秋图 幽谷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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