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火热治水现场捕捉创作灵感
用书法展现浙水之美治水之功

之

著名人物画家吴山明曾说，《两个羊

羔》的获奖，为浙派人物画在全国的影响

点亮了第一盏灯。他说，昌谷老师在传

统绘画上，不管是人物还是花鸟都很出

色，特别是书法，用功很深，并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面貌。昌谷老师最大的一个特

点，是基于对传统理念与笔墨的深刻理

解，有艺术语言的个性追求，用色大胆，

直接用原色纯色。尤其是色墨混用，在

他手里更显得不同凡响，画面洋溢着鲜

活而生动之气。

周昌谷常常借着进修，踏遍青山绿

水，游历写生，获得艺术创作之丰收。他

并没有因为《两个羊羔》的成功而自满，

他说他要更加用功，在潘天寿把山水和

花卉结合创立山水花卉画的启发下，开

始尝试在画面上把人物和花卉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写意花卉植

物只是作为人物背景以烘托气氛，如《苏

州姑娘》《种粟者》等。十多年后，他画面

上的花卉和人物几乎平分秋色，甚至一

些作品中花卉占据了画幅的绝大部分，

人物反而成了背景，如《丛花》《采莲图》

和《菊》等。这种开创性的花卉与人物相

结合的新国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

欢迎，受赠者无不视之为至宝珍而藏之。

身为写实派人物画家，周昌谷后来

又从写意的角度来思考创作，并拓宽写

意人物画的色彩模式。他说，“西洋的现

代艺术和祖国的文人画二者对我影响是

最深的”，他认为，中国意笔人物画要以

“意”为主，一定要在民族化基础上进行，

复古不是创新，“印象派”“表现派”等可

以研究、吸取，但这些不能作为中国画的

创新标准。

他明确地提出“工笔重彩的色彩可

以吸收，工笔重彩的用笔可以改变”的主

张，还主张借鉴西画诸流派的色彩知识

和艺术实践经验，“去芜存精，使意笔人

物画在水墨淡彩之外，别开生面，丰富起

来，发展出一条新的道路。”

现在能见到的周昌谷的画作，不但

涵盖传统写意画习见的水墨、浅绛、青绿

和丹青模式，而且还有淡墨重彩、重墨重

彩、满幅全彩等模式，新旧模式混合，异

彩纷呈，完全打破了写意中国画以往清

烟淡彩水墨为上的旧程式。

周昌谷一贯重视书法的修炼，“我从

来没有打算自己做一个书法家，因为喜

爱国画才旁及书法的。写字可以锻炼加

强笔力，画上题字，字难看了也不行，所

以重视书法。”他将篆草结合，巧妙独创

出他特有的“蚓书”，用笔取篆书的圆笔

中锋，转折圆浑，笔力强劲，结体用狂草，

奔放开张，因而在题画中，他的字犹如龙

蛇腾跃，曲折盘旋，点画铿锵，金声玉振，

字画相得益彰。

周昌谷因病于57岁过早辞世，而他

一生都经历着时代的巨变，静心创作的年

月寥寥无几。他磨难一生，而笔下的人

物、花卉却是鲜艳美好，阳光灿烂。在听

说其故乡雁荡山为之建设纪念馆后，著名

画家陆俨少书写条幅称，“人杰地灵，足为

名山增色。”周昌谷以手中的画笔，在中国

美术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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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漫步 走进周昌谷艺术馆

周昌谷：固本博取 创始“浙派人物画”
【周昌谷小传】

周昌谷（1929—1985），号老

谷，浙江乐清人，著名画家，美术

教育家，现代浙派人物画代表人

物之一。1948 年考入国立艺专

（现中国美院），毕业后留校任

教。历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浙江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等职。周昌谷对传

统笔墨技法深有研究，善于兼容

并蓄，融会贯通，将传统花鸟画

用笔移植于人物画中，用色和运

墨也极见匠心。其画多以少数

民族生活为题，注重表现蕴藏在

平常生活中的诗情画意，富有韵

味，代表作《两个羊羔》荣获第五

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

其草书、篆刻也有精深造诣。著

有《意笔人物画技法探索》《妙语

与 创 造》，出 版 有《周 昌 谷 画

选》等。

【周昌谷艺术馆】

周昌谷艺术馆位于温州乐

清市区中心公园北区，艺术馆分

上下两层，一楼有两个展厅，主

要展示周昌谷先生的艺术人生；

第二层是陈列厅和临展厅，采用

绘画、雕塑、多媒体等多种展示

手法，突出周昌谷先生绚丽多彩

的绘画艺术。

记者 陈友望

1955年，26岁的周昌谷（1929—1985）的
国画作品《两个羊羔》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五

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荣获金

奖，由此“浙派人物画”便傲然登场。作为“浙

派人物画”创始人之一，周昌谷固本博取，一心

专研中国画，吸取西画艺术，用色大胆而丰富，

创作出纯情至美写意的人物画，并以诗书画及

金石艺术全才留名于中国美术史。

三位宗师
是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老师

周昌谷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乐清

雁荡山一带有名的医生，伯父周李光为同

盟会会员，在辛亥革命后曾任杭县知事，

现在的西泠印社题襟馆内还陈列着他的刻

像。家有良田，出生地主之家，但周昌谷

晚年说自己继承了父亲的“书呆子”读书

写字的文人性格，也继承了母亲的朴实倔

强的山民性格，是“山野中的文人，文人

中的山野之人”。

由于从小就喜欢书画，1948年，从师

范毕业在绍兴乡下教了三年小学后，周昌

谷与堂弟周昌米一起到杭州报考国立艺

专，双双被录取，成为“新征途的起

点”。周昌谷以第十八名考入艺专，本属

不错，而他生性追求高远，深感基础薄

弱，在校发奋用功。他一直对能亲聆林风

眠、黄宾虹、潘天寿三位大师的教诲而深

感荣幸，备加珍惜。

最开始，周昌谷对西方绘画颇感新

鲜，翻阅了许多西洋画册，极为钟情林风

眠的绘画，“林先生的画中西合璧，富有

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富有创造性”，“他不

是理论家，也不过问政治，他是纯粹的艺

术家。”在离杭最后的两年中，林风眠担

任周昌谷班级的素描老师。由于周昌谷勤

学善思，素描功底超群，林风眠常常以其

作业为示范，同学们便称其为“素描大

王”“石膏大王”。在林风眠的影响下，周

昌谷认识到，艺术追求真善美，抒情是艺

术主要的特点，艺术需要个性，并要倾尽

毕生之力。

周昌谷也深爱黄宾虹的艺术。那时，

黄先生从北京返回杭州任教已 85 岁，自

是很少到学校了。周昌谷也只看到过三次

黄先生作画，平日里学习他的画论和技

法，在徐渭“视之真放实精微”的草书点

画的笔墨基础上，他把黄宾虹说的八种墨

法重新组合简化为四种方法：一是预制

法，预先调配三个到五个明度层次不同的

墨汁分别放在几个容器里备用，是谓浓墨

淡墨；二是叠加法，趁湿叠加是谓破墨，

完全干后叠加是谓积墨；三是干湿法，是

谓焦墨泼墨；四是用水法，是谓宿墨渍

墨。在后来的创作中，他不断以此为法，

感到“技巧有突飞猛进的进步”。

周昌谷曾说，“我的老师黄宾虹、潘

天寿、林风眠，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的。”他与潘天寿长时间直接相处，受其

影响也最大，受益也最多。“潘先生的

画，纯是从八大、青藤一路下来，是一个

吸收八大而不为八大所囿的画家。以方来

代八大和吴昌硕之圆，画面表现强硬结

倔，笔墨的工夫极深，他是文人画的继承

者。”潘天寿也毫不吝啬地喜爱这位弟

子，他说，“我一生中只教到过两个有才

华的学生。一个是郑祖纬，一个是周昌

谷。”

“我努力一辈子，如有他们十分之一

的成就，也就不虚此生了。”正是周昌谷

的谦虚好学，助他逐渐在近代美术史上树

立了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两个羊羔》 他的技艺达到高水准的完美《两个羊羔》 他的技艺达到高水准的完美

《两个羊羔》是公认的“浙派人物

画”的奠基之作，是周昌谷作为研究生

到西北考察后的创作。那是1954年，为

了培养彩墨画教师，考虑到传统人物画

写实能力不足，中央美术学院与华东分

院便联合组织师生到敦煌考察临摹壁

画。一共有十一人，包括教师叶浅予、

邓白、李震坚，研究生周昌谷、方增先、

宋忠元等。有意思的是，其中李震坚、

周昌谷、方增先、宋忠元后来都被称为

浙派人物画的开创者。

敦煌壁画对周昌谷的震撼巨大，他

绝没想到传统艺术竟然有如此辉煌的

成就，在三个月的考察临摹中，始终热

情如初，临了“天龙八部”“大迦叶”等，

特别喜欢敦煌壁画的色彩绚丽，结构圆

满的盛唐风格。敦煌临摹考察后，周昌

谷随叶浅予到甘南藏区采风写生。

六个月的西北之行，回到杭州，周

昌谷就创作了一批表现藏区少数民族

风情的现代人物画——《两个羊羔》《在

草地上》《旭日》《牧笛》和《藏区集市》

等。

当然其中最成功的当数《两个羊

羔》。画中一位藏族少女俯倚在围栏

上，手拈着小草放在嘴边，赤脚交叠，深

情地注视着两只新生的小羊羔，背景则

是大片的羊群。书法意味的线条造像，

水墨淡彩，大片留白，充满浓郁的藏区

风情。

《两个羊羔》获得了大力倡导现代

人物画的美院领导和不断呼吁维护民

族传统的老国画家们的一致肯定和推

荐，同时，那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情趣的

细节描写，也得到了各国专家评委和普

通观众的普遍赞赏。于是，《两个羊羔》

当之无愧地在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上

荣获金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

术品走向世界后第一次获得的国际荣

誉，成为中国绘画发展史上的一个标

志。同时也被看做是浙派现代人物画

的第一块奠基石。

著名人物画家吴永良曾这样评论《两

个羊羔》，“从学术上讲，内容、情感、造型、

笔墨、章法，既有传统又有时代感，很新，

很完美，简直无可挑剔，达到一种高水准

的完美，当时没有任何人达到他的水准，

至今也少有人画得如此完美。”

通艺全才 在中国美术史上写下华章

《两个羊羔》

《春》

手稿

《苏州姑娘》

刘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