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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1943年生，安徽合肥人。原名王守信，号独天斋主，字问溪亭

茶客。1967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班。1981年毕业于

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1985 年后出任安徽省书画院院长、安

徽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

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中央文史研究馆书

画院艺委会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本版市场星报多媒体数字平台（www.scxb.com）同步刊播，市场星报艺术热
线13866792019

由北京荣宝斋主办的《吾心浩然——王

涛画展》将于2012年 12月9日在北京荣宝

斋东斋二楼开幕。这是画家王涛先生继广

州“徽韵文心·大气摩荡——王涛画展”、扬

州“独领徽韵——王涛画展”之后在北京荣

宝斋的首次亮相。此次画展将为百年老街

琉璃厂带来一阵清新和暖之风。

在当代画坛，王涛的写意人物画独具个

性，体现了他真正的学术成就和艺术水平。

他那从容舒展、豪放自如的用笔，浑厚华滋、

变化多端的墨彩，所凝聚的是笔与墨两者并

驾齐驱的张力。

他的作品变化丰富，有时从传统入手而

不拘泥于传统形式，有时从民族文化的情

调出发而不局限于民族文化的故有形态，

他善于水墨与色彩共舞，亦善于将西方现

代技法与观念不露痕迹地融入自己的作品

中，更立足于中国人那种诗情画意般的感

受与容纳百川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书写性、

表现性、构成性。因此，他的作品恣意酣

畅，有气势、蓄情趣、富灵气、出新意，潇洒

精致而又具飘逸之风，大气磅礴而又有丰

富意蕴。

王涛不仅是一位豁达洒脱的艺术家，同

时也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思想者，涵养其浩然

之气，把笔墨化为人格，把人格化为笔墨，以

现代人的精神去创造中国写意人物画的高

致与境界。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此次展出的

七十余幅作品均为王涛近年来的精品力作，

也是画家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们衷心地

祝愿王涛的艺术之旅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创作出更多更为人们所欣赏和喜爱的艺术

作品。

此次展览将持续到2012年 12月 15日

结束。 孙云 杨永发

写意人物画自南宋梁楷以来，虽江山代

有才人，但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不像山水、

花鸟画那样不断推陈出新，达到了艺术的巅

峰。这一是由于当时的世风推崇，山水、花

鸟更适合文人们借以表达内心的诉求；二是

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市场对写意人物画

没有很大的需求，造成写意人物画的式微。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提倡主题性创作，人物

画重新得到重视，徐悲鸿、蒋兆和等人将西

方的素描引入人物画的写生和创作，使人物

画造型得到了改善，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素描

与笔墨语言的结合，写意人物画重新焕发出

新的气象。

王涛，1943年生人。他的水墨人物画大

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受苏联现实

主义情节性绘画影响，艺术语言中融入素描

造型，主要是大场面的主题性创作。《最后一

碗炒面——周恩来在长征途中》和《迎春曲》

是这一期的代表作。前一幅作品的画面中

心有四个人物，半蹲着的周恩来手拿一碗炒

面递给躺在地上的一位战士，前面一位战士

身背斗笠背对观众，后面一位站着的战士牵

着战马，低头注视着总理和倒地的战士相互

依偎，场面感人。背景千军万马隐约在灰色

的淡墨中。虽然这幅绘画的情节性和叙事

成分较重，但是从表现英雄主义的角度来

看，代表了当时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和趣

味，表达了人们对总理的崇敬和对英雄战士

的歌颂，表现出作者具有借助概括和夸张的

手段进行艺术想象和构思的能力。从画面

的技巧来看，王涛有扎实的写实造型功底，

将严谨的西方素描体量块面、明暗结构、速

写的灵动与写意的笔墨相结合，画面主要人

物周总理和战士们的面部结构分明，造型准

确，从手指的关节到光着的脚丫，细节的刻

画都准确生动，在线造型的基础上，运用了

有节制的水墨晕染，笔简意足，给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在画界和群众中赢得了声誉。

文革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开放改革的

深入，人们有了新的审美需求，艺术创作开

始面向生活、回归真实和关注人性。艺术家

们抛弃了狭隘的政治工具论，走向对艺术规

律的尊重与遵循。

这时，王涛的视野大大开阔，艺术思考

也更为深入。他的写意人物画开始了新的

转型。在对中国民族传统和西方艺术的研

究中，他认识到两种不同体系的艺术有异也

有同，原理是相通的；在技巧层面上，两者追

求的形式美彼此也有难以割断的联系。于

是，他结合已有的中国画经验，将自己对人、

对社会的感悟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强调画

面上的主观情感表现和抒情意味。八十年

代的《杜鹃啼血》、《傣家绣花女》就是这一时

期的代表作品。在这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

到王涛没有丢弃自己原本扎实的造型能力，

人物的造型结构和比例仍然非常准确，不过

作品语言的内涵有了明显的加强，画面中显

示出作者一种可贵的协调与控制能力。例

如被用作电影海报的《杜鹃啼血》，画面中少

女的面部表情凝重，双眉紧蹙，忧郁的大眼

睛里充满了焦虑、哀伤，少女左手攥拳，结

构、动态、力度都恰到好处，低下的脸紧紧靠

在左拳上，仿佛能给自己些微支撑的力量。

少女在情感纠结中用右手手指紧张地扣在

大腿上的细节，被他寥寥几笔轻松地勾画出

来。左手的紧，右手的松，张弛有度，少女的

白底小花的衬衣的线条时断时续，大块的淡

墨晕染开来，流淌到身上，使人物不再孤立

在一张白纸上，形成一个充满了忧伤气息的

空间。为了营造画面的气氛，笔墨与造型融

为一体，王涛已沉浸在笔墨线条的抒情性中

了。他这个时期的创作可以用“注重抒情”

来加以表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王涛开始了新的探

索。《竹林七贤》、《庄周梦蝶》等历史人物画，

体现了他对中国画传统美学回归的一种思

考。在这类作品中，勾线、没骨、皴擦、泼墨

等技法驾轻就熟，似信手拈来，笔墨的形式

美和造型的抽象美结合，笔墨酣畅淋漓，意

到笔到，笔到神到。他早期作品中注重的块

面、结构荡然无存，绘画至此才变成了王涛

抒发胸中逸气和文人情怀的载体。在《庄周

梦蝶》中，微醺的庄周醉卧在一块大石头上，

双肩微耸，抄袖而卧，脸色潮红，双眼紧闭。

王涛用率性的笔墨描绘出人物动感十足的

美髯双眉，飞舞中抑扬顿挫的线条勾画出红

色的头巾和悬挂的腰带，整个画面从狂草笔

法的人物，到背景飞流直下的瀑布和卧石边

的流水，无处不散发出浓浓的醉意。

王涛这类写意历史人物画即注重笔墨形

式，也注重内在的人文情怀和意象趣味的表

达，可以明显看到文人画传统对他的影响。

他刻画了很多古代名人、风流雅士，李白、苏

轼、竹林七贤等等。他们或抚琴、或烂醉，或

冥想、或怡然，各自具有不同的体态和情绪。

这个时期，王涛画面中的所有的造型都融化

在他富有肆意的笔墨语言中。在《竹林七贤》

中，你不用去找出这是谁那是谁，他似乎不介

意具体人物性格特征的表现，而是在庞大的

画面中，在人物和周围的山石树木组合中，表

现一个主体——他心中的“桃花源”。

从幼年开始习画的王涛，始终以严肃的

态度在探索中国画的表达方式。他一路走

来，从对写实技法、技巧的迷恋到以书法线

为基础的写意水墨创造，体现了他追求澄怀

观道的精神。我想，包括人物画在内的现代

中国画，只有具备这种精神，才能充分展示

它的灿烂光辉！

白日依山尽

追求澄怀观道的精神
——读王涛的写意人物画 邵大箴

荣宝斋——吾心浩然·王涛画展

美人与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