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文博
一九五六年生于山东省烟台市。
一九八三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山东省政协常委、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作品曾入选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

美展，曾多次获奖，并有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一九九七
年获《中国画坛百位杰出画家》称号，其作品入选文化部、
中国美协主办的《百年中国画大展》、《中华世纪之光中国
画提名展》和《深圳国际水墨双年》等画展。出版有《当代
中国精品集——— 梁文博》、《百杰画家梁文博作品精选》等
多种画册。参加全国政协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为山东十画
家之一。

□朱铭

(一)

梁文博是最近在中国画画坛上十分引
人注目的人物画家，他以一种温馨而亲
切的感情，轻淡地、柔和地、自然地描
述着平常而朴素的生活。作品抒情而又
朴实，是极具发展前途的中青年画家。
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师心亦师道》的
文章欣赏和分析他的作品。但是，我不
仅喜欢那些亲切感人、朴实自然的作
品，对于他的创作过程及其中一些规律
性的东西，也具有浓厚的兴趣。我常常
想：一些人人看得见、普普通通的生活
场景，为什么一到他的笔下，就成为生
动感人的艺术作品呢？艺术家的创作过
程，艺术家在创作中的心理机制，这个
神秘而崎岖的领域，我们是否也可以从
文博的创作中得到一些了解呢？

我总觉得，艺术家把平平常常的生活
化做精彩的艺术。犹如魔术师从一块普通
的黑布里变出美丽的鲜花一般神奇。虽然
魔术师煞有介事地挥舞着他手里的魔棒，
但人们都知道，他不是靠的这根小棍子，
而是靠着他的高度娴熟的技巧。至于那鲜
花，本来就在他的某个地方藏着哩。俗话
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巧”，是指技巧。俗话说：“熟能生
巧”，看来“巧”是必须建立在高度熟练的
基础上的；“妙”，就比较玄了。《易经》
里说：“玄而又玄，众妙之门”，依我看，
这里所说的玄和妙，就是指的“灵感”。

艺术家借助于灵感而创作出“惊天
地、泣鬼神”的杰作，已经是不争的事
实。可究竟什么是“灵感”呢？却至今众
说纷纭。有的说灵感是一种“期待”，有
的说灵感是一种“努力”，有的说灵感是
一种“神助”，有的说灵感是理智的产
物，有的说灵感是一种“梦境”，有的说
灵感是“梦与非梦之间”的状态，有的说
灵感是一种“疯狂”，有的说灵感是一种

“顿悟”，全世界究竟有多少解释，实在不
可胜数。我也没有能力去裁判孰是孰非，只
是想从文博的创作中，来探求一些有趣的
现象。

文博的父亲是位曾被错划为右派的老
干部，母亲是个医生，家住在闹市区的医
院职工宿舍，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
到考入山东艺术学院，都是生活在城市环
境里。当我在他学生时代的作品中看到他
最喜爱的题材竟是农村和农民的时候，以
为不过是“图个新鲜”。可是，他在画面
里那样一腔热情的投入，那样恰到好处地
把握住乡村田野的一草一木，融汇在他所
追求的那种含有哲学意境的静谧、恬淡之
中时，我感到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问
题，他不比那些从小生活在农村的同学更
懂得农村，但是凭着他的灵性，他更懂得
在艺术里，艺术家追求的应当是什么？只
要有了这种灵性，被他悟到的，都会神
奇，被他触及的，都会发光。他的作品
《骄阳》、《走进夏天》、《沂水悠
悠》、《月上中天》等等，都是平常得不
能再平常、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坦率得不
能再坦率的了，正是因为有了这超乎生活
和题材之上的东西，他们就那么耐看，那
么够味，那么经得起咀嚼。

文博有一个温馨的、小小的三口之
家，美丽的妻子是青梅竹马的伴侣，性格
温和，勤俭持家；自幼聪明可爱的女儿，
是她和文博共同的掌上明珠。当夜色降临
的时候，斗室一片温暖和宁静，妻在默默
地织着毛衣。女儿在全神贯注地做作业。
文博则埋头在画案上，孜孜不倦地画着没
有完成的作品。这情景恐怕也是平常得不
能再平常，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坦率得不
能再坦率的了。但是，似乎是抬头之间，
也似乎是神来之笔，他构思出来了他的家
庭系列。显然，文博的着眼点，并不是
“立此存照”式的家庭录像，而是理解生
活、热爱生活的一曲甜蜜的摇篮曲、抒情
诗。我初见他的这个包括《红地毯》系列
在内的家庭系列组画时，感受到的第一印
象是一种神圣的爱，一种不惜用生命去保

护的爱。正如一位著名的西班牙诗人所
说：“在你的心底里，回环着一个喁喁的
温存，这是一块圣地，请脱去你的鞋子，
轻一点走路，都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美
丽。”(见《胡安·路易纳诗集》·序)文博
确实抓住了这诗意的瞬间和瞬间的诗意。

灵感给艺术的眼睛带来的是神奇的光
辉，使他的目光所及，立刻显现那被表象
掩盖的“精灵”，灵感给艺术家的思想带来
的是一声炸雷，挡在他面前的森严堡垒，
顿时化做坦途；灵感给艺术家的双手带来
的是不由自主的灵巧，使它追随着头脑，
神话一般描绘出谁也无法想象的美丽！

乞求灵感吧，像久旱乞求甘霖！

(二)

可是，灵感是不能靠乞求得到的。
著名雕塑家罗丹说：“不会有任何从

天而降的灵感，可以来代替不可缺少的、
长期而艰苦的劳作。只有后者，才能给眼
睛以辨认形式与比例，才能使双手服从想
象的所有命令”。这句话，并非否定灵感
的存在，而是给我们指明：灵感来源于长
期而艰苦的劳作。

《易·传》曰：“屯者盈也，盈而必
溢，溢而不已必决。”这句话虽然讲的是
自然现象，但用来形容艺术经验的积累，
也是十分恰当的。由于经验的积累而使内
心充实，长久的充实而至于冲决器壁的阻
挡，一发而变为通天彻地的了解，于是忽
然间大彻大悟，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台
湾学者赵雅博先生说：这种境界在艺术
上，我们称之为灵感。

陆机《文赋》分析这个过程：“其始
也，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
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
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
润……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说开始的时候，注意力非常散漫，四面八
方，旁征博引，而到了充分的时候，就自
然而然的把天地万物都归拢到笔头儿上面
来了。

刘勰《文心雕龙》中说：“文之思也，
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
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
眉睫之间，卷舒风云。其思理之至乎，枢
机方通，物无隐貌，神思方远，万途竞
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方其搦翰，气倍辞前”那要求就更高了，
酝酿阶段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时间
空间，无所不包；然后“情满于山，意溢
于海”，满腔情怀，寄于山水之间；于是
“方其搦翰，气倍辞前”(刚刚执笔，那气
势就抢在词句前面冒出来了)。杜甫的名
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大概也
是这个意思吧。

灵感，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厚
积，包括思想感情的郁结、艺术修养的积
淀、表现技巧的磨砺，生活素材的累积；
而惟其厚积，方能薄发，厚积越是广大，
薄发就越有力度。文博自幼喜爱绘画，文
革之后的1979年考入山东艺术学院。他从
小性格内向，不擅词令，个头、形貌也都
没有什么优势，据我所知，在学生时代，
也没有作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可是，
作为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的第一届毕业
生，我看，他的成功也绝非偶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小平
同志用一双饱经风雨的大手，拨正了社
会主义中国的航道。山东艺术学院经国
务院批准诞生，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
在极左路线的压迫下得到解放的老师们
迸发出无限的热情，许多老教授走上课
堂，多年被禁止的课程开设出来，艺术
的科学规律得到尊重，学生们如饥似渴
地吞咽着知识的琼浆玉液。哲学、美
学、文学、素描、色彩、国画、山水、
花鸟、人物、中外美术史、艺术学概
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四年的学
习，1440个日日夜夜，泛滥的知识海洋朝
他们涌来，这不就是一片“倾群言之沥
液、漱六艺之劳润……笼天地于形内，
挫万物于笔端”的生动情景么？我那时
担任他们的《西方美术史》课程，可谓
呕心沥血，声嘶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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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受 厚积薄发
——— 读梁文博作品兼论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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