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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珂恰巧与我的女儿同名，所以他格
外引起我的注意。我在北京的许多画展和
美术刊物上都看到过王珂的水墨人物画作
品，也知道他的作品曾经屡次获奖。近几
年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入选作品审稿会上，我参与评审过龙瑞与
王珂合作的中国画《红旗渠》，龙瑞画山
水，王珂画人物，可谓珠联璧合。

2009年5月中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冯
远工作室学员作品观摩时，我终于见到了画
家王珂本人，十分惊喜。他说他早就认识我，
可惜我记不清了。他外表看上去普普通通，
在茫茫人海中难免会失之交臂。通过进一步
接触，我发现王珂是一个敦厚朴实的山东汉
子，性格单纯，非常阳光，在淳朴中透出儒
雅，在谦和中不失自信。他虽然早已成名，在
艺术界和市场上都有良好的口碑和业绩，却
不事张扬，始终保持平淡自然的心态，追求
质朴无华的艺术———“心向朴素”。最近，我
读了王珂的艺术简历和他的几本画册以及
他的文章《心向朴素》，更感到他朴实的人品
与朴素的画品是高度一致的，“平易中见淳
厚，质朴中寓性灵”(贾德江)。虽然我们常说
画如其人，但有时人品与画品未必一致，不
过人品低劣的画家永远无法达到画品的最
高境界——— 朴素。“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
美”(《庄子·天道》)，老庄哲学所谓朴素，既
是指最高的人生境界，又是指最高的审美
境界。中国古典文学崇尚“天然去雕饰”
的朴素之美，现代美学家宗白华也认为
“‘初发芙蓉’比之于‘错彩镂金’是一
种更高的审美境界”(《美学散步》)。我
觉得王珂的水墨人物画就是一种朴素的写
真。写真是中国人物肖像画的传统名称，
亦称传神、写照(现在常见的写真一词多指
日本对摄影包括人体摄影的名称)。王珂的
水墨人物画多半描绘人物肖像，尤其擅长
描绘陕北农民和藏族同胞，他以质朴无华
的写实造型与笔墨语言，为淳朴善良的普
通人物传神写照，同时也表达了画家朴素真
实的情感，因此可以称之为朴素的写真。

王珂的朴素审美观念，恐怕主要不是受
老庄哲学的启示或古典文学的熏陶，而来自
他纯真朴实的性格和他对农民纯真朴实生
活的体验。他1960年生于山东省潍坊市一个
工人家庭，青少年时代正赶上“文革”，他曾
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在农村插队的青春
岁月，他与朴实善良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
情，他自述从此“朴实善良便成了我做人的
准则和一生的艺术追求，我只希望我的画能
传达出一种朴素的真实的情感”(王珂《心向
朴素》)。而今，王珂作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一级美术
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居住在北京，他仍
然经常去陕北农村或西藏雪域写生创作。前
几年，他走遍了陕北延安、榆林地区的农村，
与一般画家猎奇式的“采风”不同，他坚持住
窑洞、睡土炕、粗茶淡饭，真正体验农民的生
活。农民也把他当成知心朋友，向他敞开心
扉、袒露真情，乐意做他的模特儿。于是在画
家的笔下出现了一系列朴实、生动、感人的
农民形象。

朴素的本质是真实。现在有些画家往往
把农民画得满面愁容，而王珂根据自己的体
验发现：尽管现在好多农民的生活还不富

裕，但他们脸上总是挂满了快乐，所以他画
的陕北农民群像题名为《快乐陕北》。这
不是粉饰现实，而是对农民乐观天性的深
入了解和真实写照。当然，现实生活中人
物的内心世界和面部表情异常丰富，不能
简单化地处理成千人一面的笑容，因此王
珂面对各种活生生的人物写生，都力求准确
地把握对象的内在情感和精神气质，捕捉各
种具体微妙的表情和动态。即使不表现人物
的笑容也是健康的、阳光的，而不是病态的、
阴郁的。

王珂的水墨人物画，从农村生活中汲
取了创作灵感，从学院式中国人物画素描
教学中训练了写实造型，从传统水墨画包
括文人画中提炼了笔墨语言，把严谨的写
实造型与精湛的笔墨语言结合起来，逐渐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王珂1973年13岁起曾跟随于希宁的侄
子于衍堂学习素描人物；1983年毕业于曲阜
师范大学美术系；1993年入北京画院王明明
工作室进修一年；200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
国画系韩国榛工作室硕士研究生同等学历
班学习两年；2002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
画博士课程班，师从卢沉、张立辰教授；2008
年又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冯远工作室进修一
年。在诸位名师指导下，王珂的水墨人物画
写实造型与笔墨语言日益精进，对中国人物
画的传统精神与现代变革的理解也日益深
入。

中国人物画传统的精髓在于传神。南齐
谢赫提出的“六法”原来主要是针对人物画
的品评标准。“六法”重视形似(应物象形，随
类赋彩)，更重视传神(气韵生动)。从东晋顾
恺之的传神论到清代丁皋的《写真秘诀》都
把传神作为人物画的重心。后来的文人画突
出强调笔墨特别是书法用笔，人物画相对式
微。“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写实绘画的素描
造型被引进，打破了中国传统人物画千人一
面的僵局。1932年徐悲鸿提出了改良中国画
的“新七法”：位置得宜、比例正确、黑白
分明、动态天然、轻重和谐、性格毕现、
传神阿堵。“新七法”是中西画法融合的
方案，旨在以西方写实绘画的长处弥补中
国传统人物画的不足，“传神阿堵”继承
了顾恺之的传神论，同时又强调“传神之
道，首主精确”。1949年以来，以徐悲鸿、蒋
兆和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画素描教学体系，
在全国美术院校的中国人物画专业教学中
占有主导地位。

王珂从小接受中国人物画素描教学的
严格训练，经过多年速写、素描写生实践，具
备扎实的写实造型能力。20世纪80年代中
叶，中国画坛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90年代
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从两个相反方面对中
国人物画素描教学体系形成了冲击，写实水
墨人物画被新潮派视为“过时”、“保守”而放
弃，“徐蒋体系”被复古派认为偏离了中国画
笔墨传统而遭受质疑。王珂却不为时尚潮流
左右，一直坚持表现时代精神的写实水墨人
物画创作，塑造贴近生活的人物形象特别是
农民形象。正如冯远所说：“传统绘画中的程
式化、概念化的技术方法和平面的、病态的
人物形象不可能表现出时代精神。而采纳西
方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基础训练
方式，使得我们作品中的人物丰富饱满起

来，更为贴近生活”(《世纪风骨》)。写实造型
与笔墨语言确实存在矛盾，但从徐悲鸿、蒋
兆和到周思聪、卢沉、冯远、王明明、韩国榛
等画家的写实水墨人物画，都力图把写实造
型与笔墨语言这一对矛盾调和起来，开拓写
实造型与笔墨语言融合的多种可能的空间，
这也为王珂的写实水墨人物画创作提供了
直接的参照和范本。王珂的水墨人物画既重
视写实造型的严谨，又重视笔墨语言的精
湛。他画了很多写实造型的现代人物，也画
了不少逸笔草草的古装人物，两种人物、两
种造型、两种笔墨——— 这是当代中国人物画
家的普遍现象，固然有艺术市场需求的外
因，但也有画家追求传统中国画尤其是文人
画笔墨趣味的内因。两种人物前者的造型倾
向个性化，后者的造型倾向程式化；前者的
笔墨注重写实性，后者的笔墨注重写意性。
我比较看重王珂的是他没有一味迎合艺术
市场的需求，写实造型的现代人物始终是他
的主攻方向，逸笔草草的古装人物仅仅是他
的副业，而他又把现代人物的个性化、写实
性造型与传统中国画包括文人画的写意性
或者说表现性笔墨糅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
兼容写实造型与笔墨语言特别是表现性笔
墨语言的现代人物形象。用他自己的话来
说：“我现在的作品与几年前相比，同样都是
写实，但笔墨语言更强调表现性了。我希望
能以抽象笔墨结构的观念来修正客观的形
态，以放松的笔墨来表现严谨的写实造型。
如我近期的作品把人物的面部遮掉，几乎没
有一个局部是纯写实的，都是一种抽象语言
的编排，画面中的每一个形态都依据画面需
要做了一定处理，而不是简单地照搬自然物
象形态。”(《心向朴素》)。不过，无论画家怎
样强调笔墨语言的表现性或抽象性，他的笔
墨语言也没有变化到完全独立于写实造型
的纯抽象地步，相反，他的表现性笔墨语言
或抽象笔墨结构，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
了、丰富了他的写实造型。他的终极艺术追
求并不是超逸的笔墨，仍然是朴素的写真。

王珂的水墨人物画代表作，主要有表现
陕北农民题材的《走进陕北》、《留守黄土地
的人们》、《老俩口》、《小学生》、《厚道的老
乡》、《有威信的长者》等作品，其中不少作品
都曾获各种全国性美术展览的奖项。他塑造
的陕北农民形象最富有生活气息，从陕北老
汉、老婆婆到大叔、大嫂、后生、妹子和儿童，
从农村干部、老校长到摊贩各色人等，基本
上都符合徐悲鸿的“新七法”的要求，特别是

“性格毕现、传神阿堵”。所谓传神，就是要深
入刻画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揭示人物的内
在精神气质。王珂凭借精确的写实造型能
力，在写生人物时善于抓住最能体现人物性
格心理特征和内在精神气质的眼神、表情和
动态，所以能够传神。例如，他表现陕北农民
题材的水墨人物画佳作《走进陕北》中挑担
的菜贩低头的神态，《留守黄土地的人
们》中众多男女老少人物丰富生动的表情
和动态，《老俩口》中老夫老妻安详自足
的坐姿，《小学生》中小班长郑重其事的
天真表情，《厚道的老乡》中老人发自内
心的憨厚笑容……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堪称朴素的写真。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

朴 素 的 写 真
——— 王珂的水墨人物画

□ 王镛

藏族母子 136cm×68cm兄妹俩 136cm×68cm

王珂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1960年生于山东省潍坊
市，1983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美
术系，1993年入北京画院王明明工
作室进修，200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
院国画系韩国榛工作室硕士研究生
同等学历班，2002年考入中央美术
学院中国画博士课程班，师从卢沉、
张立辰教授，2008年中国艺术研究
院冯远工作室访问学者。

●1999年《画室》入选“第九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画室》荣获

“鑫光杯迎澳门回归中国画精品展”
银奖；

●2002年《走进陕北》获“2002年
全国中国画作品展”银奖；

●2003年《给我们照一张———
走进陕北之九》获“2003年全国中国
画提名展”银奖，《陕北人之五》获

“2003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银奖；
●2004年《又是一个春天》获

“2004年菜乡情全国中国画作品提
名展”金奖，《三代人》获“第二届中
国人物画展——— 纪念蒋兆和诞辰一
百周年”优秀奖，《快乐陕北》、《较
量》(合作)入选“第十届全国美术作
品展”；

●2005年《守望家园》获“首届
中国写意画作品展览”优秀作品奖，

《雪晴》获“第三届全国画院优秀作
品展览”最佳作品奖；

●2006年《诗意图》入选“2006年
第三届菜乡情全国百名画家中国画
邀请展”；

●2007年《边陲小镇》获“第三
届全国中国画展”优秀作品奖；

●2008年《和谐雪域》入选“中
国画艺委会全国中国画学术邀请
展”；

●2009年《祖孙情深》参加“民
生·生民——— 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
学术邀请展暨纪念蒋兆和诞辰105
周年作品展”，《圣地早春》参加“灵
感高原——— 中国美术作品展”，《和
谐圣地》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
品展览”；

●2010年《红旗渠》(与龙瑞先生
合作)入选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
创作工程，参加首届“杭州中国画双
年展”；
●2012年《战士》(合作)获“第十一届
全军美展”优秀奖。

对弈图 68cm×68cm

品茗图 68cm×68cm

农民工的歌 200cm×60cm

王珂近影

维吾尔族老人 180cm×4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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