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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看到山东花鸟画家夏德起的一

些作品，留下较深的印象，感到这是一

位比较成熟，在艺术上颇有追求，艺术

功力也很扎实的画家。多年从事中国画

创作，更多的是埋头耕耘，比较低调，

同时在一个城市里做美术教育和文化行

政工作，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努力观

察写生和学习传统，从不间断的笔墨锤

炼，使他的花鸟画逐渐走向成熟。

中国画艺术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

中最具魅力、最富特色和代表性的一部

分，对照欧洲绘画艺术写实再现精神的

历史传统，中国绘画更注重写意传神、

侧重人文和文化内涵的表现，同时，古

老而独特的书写文化对中国画的发展又

有着自始至终的影响，因而形成了中国

画的独特品格。其中，又以山水画和花

鸟画最具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最富民

族审美的独特性。在中国自古以来的文

化里，注重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人

与社会、人际之间的和谐，形成了“天

人合一”、“天人相应”和“物我一

体”的宇宙观，以及“和为贵”的和合

社会观，这样的文化养成中华民族博大

宽广的胸怀和生生不息的力量。也正是

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生长发育的花鸟画

曾被高度评价，“吾国最高美术属于

画，画中最美之品位花鸟，山水次之，

人物最差。”(《古今中外艺术论》1926

年)西方绘画中有静物画品种，其形成不

仅晚于中国花鸟画近千年，而且西方人

的“静物画”是把采来的花草、狩猎来

的鸟兽死物置于瓶中桌上如实画来，以

真实再现不同的物体的量感、质感，求

得美感。体现了西方思维中“征服自

然”与占有的潜意识，与此不同的中国

花鸟画，自古以来所画的花卉和鸟兽禽

鱼都是在最适合的生存状态中：鲜花盛

放，鱼潜鸟翔，自然和谐，既展现着充

满生机的大千世界，又揭示了此时此刻

心物交融的创造状态。花鸟画自晚唐五

代完全成熟为独立画种之后，一直受到

中国人的喜爱。尤其到了元代以后，文

化写意画兴起，绘画与文学、诗歌、书

法的关系更趋密切，花鸟画更成为文人

画家借物咏怀、直抒胸臆的艺术，也进

入了更高级的阶段。中国文化中的“物

我一体”观念，形成借花喻人、赋予花

木以人的品格这样一种独特的观念形

态。比如梅、兰、竹、菊被命名为四君

子，以推崇其雅洁、清操、孤高、正直

的品格。又如本文评介的画家夏德起最

为倾心的画题：荷花，更成为文人墨客

永不厌倦的吟咏、描绘的题材，原因就

在于荷花之美令人陶醉，而且文人们更

赋予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这样的花喻

人的崇高评价，自宋代周敦颐《爱莲

说》一出，荷花就成为画家的最爱了。

夏德起是一位写意花鸟家，从事花

鸟画近3 0年，在此领域中视野比较广

阔，无论传统的题材梅兰竹菊还是山花

野卉都收入笔底，但是从他的近作看，

画家最为钟情倾心的题材还是荷花。把

夏德起称为荷花画家似乎也不为过。荷

花是中国人最喜爱的植物，它不仅是富

有魅力的观赏花卉，而且还有很高的经

济价值，所以无论南北方的湖泊池塘，

都可以见到荷花的身影。盛夏来临，水

边涟漪，浓绿纯洁的荷叶随清风摇曳，

朵朵荷花明艳欲滴，令人赏心悦目。

“ 接 天 莲 叶 无 穷 碧 ， 映 日 荷 花 别 样

红。”这是南宋诗人杨万里脍炙人口的

名句。试想，每一位画家在这样的美景

前，都会产生不可抑制的创作激情，自

古及今，画家们留下多少经典杰作。记

得50年代出版的宋人画册里，有一幅红

荷册页，一朵盛开的荷花，画得如此清

新和单纯，应是古代工笔画荷的一首绝

唱。文人画家赋予荷花清高脱俗的君子

品格，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写照，同样为

后人留下不朽的经典，例如八大山人画

荷花的条幅，花梗长逾数尺，深刻地反

映了画家孤高、幽愤的心情。八大山人

居住的南昌“青云谱”故居，当年位于

远郊区，环境幽雅，绿树成荫，门前是

一片大荷塘，我想，正是这般美景使得

山人画思泉涌吧。

事实上荷花对于现代画家同样可以

产生美感和唤起创作激情，这是人与外

在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反应的共同规律。

但是，不同时代的人所面对的是和前人

全然不同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生理

念、不断变化的物质环境，对于一个现

代画家来讲，面对同样的对象未必会有

与古人同样的感情共鸣。所以面对画家

夏德起的作品，感到的是现代画家情感

投入和不同于前人的表现方式。不可否

认的是，由于近代百余年中国知识界为

了富民强国而大量接受西方文化的同

时，对传统文化采取严厉的批判和否定

的态度与做法，造成传统文化在一代又

一代人中越来越薄弱的情况，中国画界

的情况也不外乎此，西方艺术观念占据

了画家们审美观的大部。近年来，对民

族意识的觉醒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然结

果，对民族文化的重视使得传统文化的

精髓得到新的认识，就中国画来说，传

统的回归与现代审美观念的结合，成为

多数画家的想法，例如在笔墨的价值认

识方面，经过反复探讨逐渐取得正面的

共识，对中国画的未来发展必然会产生

积极的影响。

夏德起笔下的写意荷花，深深地体

现了中国人对荷花的感情，同时在传统

写意花鸟画的深入继承和寻求现代意识

相结合方面，表现了画家的个性追求，

表明了画家正走在日新月异、不断成熟

的道路上。夏德起画荷，浓墨重彩，用

笔深厚，追求的是“深厚华滋”的笔墨

精神，在画面上，以不同的墨法，略加

汁绿，或浓绿、或淡墨，或浓淡相破、

或墨彩之上再施枯笔焦墨的皴擦，这

样，在大面积的描绘荷叶的墨色中，更

加突出了荷花的红艳娇人，尽显“万绿

丛中一点红”的诗的意境，而就绘画表

现来看，由于笔法的变化以及层次的区

别，使得画面上虽有大面积的重墨，却

浓厚而不枯燥，幽深而不板结，厚重而

不乏灵动，显示了很好的笔墨掌控能

力。中国画讲究“墨分五色”，以不同

的墨色暗示不同的色感，由于在特制的

宣纸上，浓、淡、枯、湿的种种莫测变

化，产生十分动人的效果。夏德起的写

意水墨荷花在笔墨方面的成就，是他理

解笔墨规律、长期进行艺术探索的结

果。

夏德起的艺术气质，有一股北方地

域特征的浑莽大气、雄厚豪放，但在细

节的处理方面，又不乏柔和、细腻，层

次分明的美感，显示了齐鲁大地人文积

淀深厚、地跨南北，人性中粗豪兼灵秀

的特征。写意画最能体现画家的个性、

修养和功力水准。文人写意艺术自清代

中后期，受书法艺术提倡碑学、贬抑帖

学，追求混沦元气的思想影响，体现了

一种雄强厚重的风格为上的思想，从赵

之谦到吴昌硕再到潘天寿，影响深远。

李可染先生明确提出“重、拙、大”的

中国画审美标准，对当代中国画的发展

意义重大。我注意到夏德起总结自己的

艺术经验时，明确地说：“作画应追求

大气、雅气甚至野气，切莫小气、俗气

和粉气。没有想象、夸张和概括，就没

有写意艺术。”“有所爱，就要有所割

爱。要繁就要简。其实，割爱就是为了

强化你之所爱。”这两段话讲得很好，

既讲出了画家的理想追求，也是画家艺

术实践的深刻体会。至于其中提到的要

追求“甚至野气”，也不能有“(脂)粉

气”，我理解这是艺术家的表达方式，

是对(脂)粉气的厌恶。但是我愿在这里向

画家作出一善意提醒：在远离俗气和粉

气的同时，也要把握事物的“度”，不

可过头，大气过了头难免太多的野气、

火气，就中国画的传统精神来讲，显然

也是要小心的，古人讲“过犹不及”就

是这个意思。夏德起的荷花图，画面略

呈抽象，浓淡相间，墨气通透，非常清

雅秀润，白石老人说，作画要在“似与

不似之间”，此画近是。应是夏德起的

墨荷精品之一。

此外，夏德起画梅、兰、竹、菊和

山花野卉，同样精擅。他画竹颇有自家

风范，浓墨重笔，笔笔相生，厚重浑

莽，书写感强，是画家眼中之竹，更是

其心中之竹、手中之竹。这些作品表现

了画家艺术个性中明显的追求概括性、

写意性，追求“不求形似求神似”的大

写意风格的倾向。我相信，画家今后只

要努力艺术实践，讲求笔墨，追求意

境，努力读书，提高文化素质和多方面

的人格修养，努力继承前人的优秀传

统，他的艺术终将大成。
2006年8月于京华道不孤斋中(作者系

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秘书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

美术馆专家委员会委员)

翠盖风华 挹露凝香
—夏德起的花鸟画艺术

夏德起艺术简介
夏德起，别署：墨青，盛荷堂主，1953年4月生于山东省寿光市，美术专科毕业。2002年9月被批准为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荣宝斋签约画家。中华慈善美术家。现任寿光市文联名誉主席，寿光市美协名誉主席，寿光书画院院长，
潍坊美协顾问，潍坊市首届杰出文化工作者，潍坊市科技拔尖人才，享受政府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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