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继承传统：（1973—1983）

这一部分的作品时间跨度为十年，反映了画家到五

十岁时的成熟高度。郑正先生童年时就跟随舅舅萧龙士

先生生活，一直耳濡目染，临习不辍，打下了坚实的艺术

功底。盛年阶段，才情迸发，创作水平日益高涨。1949

年跟随萧龙士先生、刘惠民先生一起拜访了齐白石、李可

染、李苦禅、许麟庐、王青芳等先生，得到诸师褒奖，树立

了强大的艺术自信和坚持绘画道路的决心；1973年，又拜

访了林散之、唐云、朱屺瞻、来楚生等先生，对书法和南方

绘画的理解更加深刻；同时又密切地与山东、江苏、安徽

名家广泛交流，对中国写意画的发展有了清晰的理解和

自我判断，开始追求个人风格和面貌。

2、田园创作（1983—2006）

1983 年离休以后，郑正下定决心回到田园，他知道

那里有他需要的艺术根源。他的家乡在黄河故道之滨

的刘套镇，位置相对偏僻和落后，保持着自然乡村的景

色和朴实的民风。他把自己的小院种上竹林、芭蕉和各

种花草。每天早晨到田野里散步，上午作画，下午读

书。生活恬淡自适、物我两忘、淡泊名利。他在沉静中

思索着艺术和生活的融合，不断探索创新之路，同时创

建了全国第一个农民书画院，为培养画乡人才不遗余

力。这 20 多年里他创作了一大批田园风格的作品，逐

步完善了个人的绘画风格，丰富了艺术面貌，作品日益

潇洒自如，大气磅礴。

3、晚年风貌（2006年至今）

2006年八十多岁的郑正由于老伴

离世，随子女移居徐州。他经常到一

些新建设的城市景观转一转，到家乡

看一看，感受了国家的发展速度和现

代科技的日新月异，对人民群众的审

美需求有了更新的了解，潜移默化中

也对他的绘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

一时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风格老辣

厚重、明快自然，不仅面貌上与时俱

进，在个人的绘画性上也进入了炉火

纯青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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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正先生出生于 1925 年，是我国著名的大写

意花鸟画家，是一位德艺寿齐辉的当代艺术家典

范，曾受到齐白石、李可染、李苦禅、萧龙士、许麟

庐、林散之、唐云、朱屺瞻等大师的称赞，成为当今

龙城画派的领袖，江淮大写意画派的主将。他终

生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发展

“中国书画之乡”和弘扬传统书画艺术做出了杰出

的贡献。

郑正先生自小跟随舅父萧龙士先生生活，耳

濡目染，临习不辍，打下了坚实的艺术功底。后转

益多师，遍访名家，开阔胸襟。他淡泊名利，恬淡

自适，不慕时尚，艺术上砥砺自新，自呈一格。

他的艺术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为人民抒

情、为人民创作的典范，因而具有十分广泛的群众

影响，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有学者评论其为：

承传统之精良，把写意精神植入民间，生活气

息浓郁，有白石之趣，但情真意切更为深刻；

画里画外洋溢着生命本体的正能量，所以画

面的人间烟火是原生态的，浸润了乡野的清新和

泥土的芬芳，有触手可及的乡亲情，艺术根系深

广，作品面貌丰富；没有对世俗的迎合，心地纯洁，

潜心为艺，“用志不分，乃凝为神”，暗合了养生之

道，所以仁寿康久。

本次展览融汇了郑正先生早年继承传统、退休

后田园升华和晚年与时俱进三个阶段的代表作品，

集中展示了一位九十五岁老人的艺术历程和卓然

成就。

策展精细详实，既有经典展示和弘篇巨作，又

有抒情挥写和珍贵札记，集观赏性、学术性、历史

收藏性于一体，是一次难得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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