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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辰初 1928年3月生于浙江龙游，1951年毕业于中央

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绘画系，在校深受黄宾虹、潘天寿、林风眠

诸位大师教诲。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国际美术

交流协会艺术顾问、杭州市政协书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杭州

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校友美术研究院院

委、杭州市西湖国画研究院艺术委员会委员、杭州浙派中国书

画研究院艺术顾问、吉尔吉斯共和国国立艺术科学院荣誉教

授。曾任《杭州日报》主任编辑、杭州画院副院长、浙江山水画

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1989年在日本参加“现代中国画展”“中国优秀画家五人

画展”。

1990年~1996年连续六次在中国香港举办个人画展，1994

年~1995年两次在中国台湾举办个人画展。

1997年在马来西亚举办个人画展并在马来西亚艺术学院

讲学。

2001年在加拿大举办个人画展。

代表作品有《山色空蒙雨亦奇》《春江花月夜》《大自然系

列》《大象系列》，作品刊于《美术》《中国画》《新美术》《美术界》

《艺术家》《收藏天地》等，选入《中青年山水画家作品选》《中国

现代书画家作品集》《中国美术名家作品选》《中国当代绘画》

《中国当代优秀画家绘画选集》等。简传与评价辑入《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辞典》《中国当代书画家名人大辞典》《浙江当代山

水画名家选论》《世界华人艺术家成就博览大典》等。已出版的

个人画册有《中国当代艺术家画厍——包辰初画集》《包辰初画

选》《包辰初画集》等，且为国内外多家大图书馆所收藏。

□ 胡炜鹏

浙江龙游县翠光阁的展厅里没有阳

光，却充满着温暖。

那是一幅幅画的热度，充斥着整个

翠光阁。浓烈的暖色调，金黄的泼彩，大

气奔放。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包辰初的画。

当时不知道他是一位已经90岁高龄的

龙游人，我只是很好奇，是怎样的经历，

才会让这位画家渲染出如此富有生命

的作品。

在看到他画作的那一刻，我有了一

种冲动，希望能够走进他，深入地了解他

的故事。

去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应一位友

人的邀请，前往包辰初的家中。

友人与包辰初先生是世交，他觉得

包辰初的回忆是龙游书画史的瑰宝，他

希望我能够整理出来。这既是龙游历史

的一份珍藏，也是江南书画史的一种记

录。对我个人而言，更是一次学习的机

会，我欣然答应。

龙游自古以来就有崇尚书画之风，

特别到明清期间，龙游商帮的兴起，一些

有文化的商人商儒交融，多与文人雅士

交往，像童佩、胡贸，他们与书画名家交

往的轶事，至今仍是民间美谈。

清末民国时期，龙游更是出了一位

名扬中外的大书画家——余绍宋。在

余绍宋的影响下，唐作沛、吴南章、劳泰

来在书画界也都颇有成就，世人称之为

“龙游四画家”。

友人的父亲是一位丹青名手，与包

辰初自小便熟。年少的时候，友人的父

亲刘绍棠在龙游开店，包辰初、余勇林、

张得善、汪诚一都会到店内一起作画。

这群爱好绘画的少年，先后都得到

过余绍宋的指点，现在其中两位——

包辰初、汪诚一成为当代知名的画家，龙

游人喜欢将他们五人称为“龙游五画友”。

包辰初先生为我们开了门，很热

情地说：“欢迎！欢迎！”先生声音洪

亮，气色很好，完全看不出已经是 90

高龄。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包辰初先生

的家中。满眼处，皆是画。如此氛围

之中，我与先生面对面，单独相处。先

生向我讲述他学画、画画的精彩故事。

1928年，包辰初先生出生的那年，

正是中国多事之秋。先生的父亲包健

中是位有梦想的人，可惜为了家族较早

地中断学业，留在龙游益丰绸布庄当了

职员。

包辰初出生，让包健中看到了梦想

延续的希望。他看到包辰初爱好画画，

就将包辰初的画拿给自己的叔父包鹤年

看，包鹤年觉得包辰初很有天赋。他们

又一起把包辰初的画给余绍宋看，在得

到余绍宋认可后，包健中就一直支持包

辰初的画画梦想，直到包辰初考入杭州

的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绘画系(中国

美术学院的前身)。

包辰初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之后，

当过教师、做过报社的美术编辑，退休之

后，他潜心创作，在色墨世界里逐渐挥洒

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

包辰初从最初的《介子园画谱》入

手，得到叔祖父包鹤年和龙游四画家的

指点，1951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

院深造，师从黄宾虹先生处探寻现代山

水画的内涵，从潘天寿先生处领悟笔墨

取作的妙处，从林风眠先生处传承了创

新画风的灵性。他绘画的特殊敏锐和

不凡笔法一直备受师生关注，毕业之

后，他又以长期的勤奋和不断地探索，

终于在经历漫长与痛苦的裂变后，使画

品渗透出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独特的具

象美感。

我在包辰初先生的家里，看到许多

画册，有省文联主编的、有西泠印社编印

的……包辰初的位置基本排在前几位，

有些甚至将其排在首位。先生笑着对我

说：“那都是因为年龄的缘故，我岁数大，

他们让我排在前面。”他的这份谦虚让人

动容。

与先生交流，我最感动于他对家

乡的关心和支持。他跟我说，只要家

乡龙游用得到，他就会义不容辞支持

家乡建设。对龙游的画家，他关怀备

至，邱云飞的桃源艺社、李红的龙游竹

海书画院、胡旭东的姑蔑书画院……

这些书画院社请他，他都愿意担任顾

问或名誉院长。他曾在多年前摔伤致

使腿脚行走很不方便，但他仍会为这

些院社的成立仪式站台。正如他自己

所说：我希望龙游的东南西北中都有

画院，这样就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年

轻画家。

在一个夏季的黄昏，我沿着包辰初

先生的述说，行走在龙游古老的巷口，感

受着他那浓烈的故乡深情。

我看到了小井巷、保健巷、挑水巷、

旌忠坊……那些狭长的小道，仿佛就是

他的深邃人生；那些幽暗的灯光，仿佛就

是他的绮丽色墨；那些上了岁数的人，站

在那些时间的门前，向我微笑着点头，淡

然、安详，仿佛就是先生那一幅幅色彩浓

烈的图画。

若时光能缓，我愿长驻于包辰初先

生的画前。

——感悟包辰初山水画

秋山远望

涛似连山喷雪来

朝晖春泉

春江花月夜惊浪奔雷

屈原诗意

浓墨重彩绘就生命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