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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在写意的精神原则下，
极重水墨材质优势的发挥与意象美感
的率性表现，以此为前提，在艺术上形
成重品味、重格调、重境界的艺术特
点；因此，“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在
实践过程中，成为不容置疑的理念与
法则。

王佑学数十年来专攻写意山水，
其作品在“似与不似”的意象之间，传
达着生命情调、造化精神与宇宙意识，
并显示出特定的形式意味，他的作品
坚持在心灵的映照下，表达“物我两
忘”的浑然境界；与此同时，王佑学谨
遵“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的创作理念，
深研传统，而又不为传统所囿，力避泥
古不化的误区，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
界，以自己的笔墨表现世界，通过山水
意象符号言说着自我的情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王佑学
始终不渝的艺术选择与艺术道路。通
过深入生活，提升感性认识的高度与
深度。结合画理研究与学习，把理论
与实践融于一体。在认知的视界里，
形成以“感觉”为特点的写意山水风
格、特色。

自九十年代初始，王佑学便开始
漫游名山大川，画了难以数记的钢笔
速写，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同时也
极大的开阔了他的眼界和胸怀。近几
年，他又十余次深入太行山中，对景水
墨写生，一方面，掌握并理解自然的规
律与本质。另一方面，不断把自己对自
然山水的感觉，转换为笔墨结构与笔
墨形式，把物性山水转化为心中山水。
因此，他创作的山水画皆为胸中丘壑。

画家在理解了艺术规律与艺术本
质之后，便获得了精神的高度自由，得
以使自己的笔墨语言承载着浓郁的情

感，传达着画家对自然、对现实、对人
生的感受和体悟。

“画到生时是熟时”，在不断挑战
自己的过程中，王佑学时时注意新的
发现与新的感受，并在其中形成新的
表现形式与手法，使之不受某种固定
的套路、风格的影响。这与他自己对中
国画艺术本质精神的不断深刻理解有
关，更与他的老师孙其峰先生长达二
十余年的细心指导分不开。在艺术风
格形成上，时时铭记孙老的提醒：“不
要求脱太早。急于形成某种风格，反而
会禁锢住自己，失去继续探究的信心
和勇气。”因此，王佑学在创作中，力求
笔笔生发、笔中有墨、墨中有笔，把新
锐的体悟，清新的诗情、鲜活的感觉，
都疑于笔端，在点、线、墨、色的交响与
互动中，营造出感性生动的生命形式
和郁勃的生命活力。

从五代、宋元明清至现当代的山
水画技法，在王佑学看来，他们只是
宝贵的精神资源，是厚积薄发的滋养
元素，并不能代替他对世界的认知和
表现。所以，王佑学总是带着前人的
经验，走进现实与自然中去，寻找自
己的体验与发现，他的作品之所以焕
发出生生不息的魅力和曲折幽深的
韵致，全在于他永不疲倦的在“万里
路”上的跋涉和“万卷书”里的苦读与
求索。

有付出，必有收获。“十年磨一
剑”，王佑学在花甲之年收获了累累的
艺术硕果，他的作品也日见旷达、厚
重，也日见广阔、悠远；在当代文化语
境中，王佑学审时度势，清醒地定位自
己，在继承的基础上，更趋向于创新，
使自己的艺术在厚积薄发中见出少有
的充实。

祝王佑学在艺术之旅上，渐行渐
远，攀登新的高峰。

形神俱备 气韵悠远

34 Art 书画 2016年12月9日 星期五 编辑：郭建政 美编：顾佳泉

太行四季（之一）

徽南写生

王佑学，曾用名幼学。
中国山水画创作院山东分
院执行院长。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山
东画院高级画师。九州画院
副院长。山东理工大学美术
学院兼职教授。淄博市美术
家协会名誉主席。原蒲松龄
纪念馆馆长。

自幼习画，早年师从山
东艺术学院教授、著名山水
画家徐金堤先生。八十年代
得识张仃，陆俨少，周韶华，
孙克刚，白雪石，周沧米，吴
羊木，魏紫熙等诸画坛前
辈，多承指教，获益匪浅。尤
蒙天津孙其峰先生厚爱，收
为门生，耳提面命，书信往
来二十余年，于做人治艺受
益终身。后进修于中国艺术
研究院贾又福工作室(访问
学者)。中国国家画院卢禹舜
首届山水画高研班。

1、“佑学画黄山，神遇而迹化，
论者勿以形似而求全尔。”
——— 孙其峰(天津美院终身教
授，著名美术教育家、书画家)
1985年
2、“笔墨干湿并用，苍润乃生，
读佑学山水画有此感也。”
——— 张文俊(原南京美院教
授，著名山水画家)1988年
3、“山岳浑厚，云气翁翳，笔
力遒劲，水墨淋漓。"
——— 张辛稼(原苏州画院院
长，著名花鸟画家)1987年
4、“王佑学作画，追求笔墨的
苍润浑厚和构图的博大雄
浑。”
——— 曾先国(青岛画院院长，
著名山水画家)2000年
5、“佑学笔下山水，苍茫浑
厚，气象宏大，既富传统笔墨
之精华，又具时代生活之新
意。”
——— 卢禹舜(中国国家画院
常务副院长，著名山水画家)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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