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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书军：此处暗香盈袖 岳海波：沉醉莫忘归路

醉花阴
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
瑞脑消金兽。
佳节又重阳，
玉枕纱厨，
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销魂，
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如梦令
李清照

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
惊起一滩鸥鹭。

7月29日，本报“大众书画”专刊名牌栏目“约

绘”的一次特别策划——— “倚门回首”清照词意诗书

画雅集在山东新闻美术馆（济南市大众传媒大厦4

楼）举行。刘书军、岳海波、王小晖、梁文博、宋丰

光、张锦平、韦辛夷、徐永生、杨晓刚九位画家以李

清照词意为主题创作的多幅精品同时展出。继上周本

报“大众书画”专刊推出两个版的现场报道之后，今

日起，本专刊继续以专题的形式与读者分享这批作品

以及创作背后的故事，力求词意画意一并呈现。

——— 编者

有人说，李清照《如梦令》里的溪
亭是指珍珠泉东的溪亭泉，也有人说，
溪亭是在李清照的老家章丘明水，还有
学者认为“溪亭”并非实指。刚刚画了
《误入藕花深处》的岳海波老师，宁愿
李清照“不知归路”的沉醉之处是大明
湖水域，900多年前，这里鸥鹭起落，
碧荷连天。

李清照一生中，快乐是那么短暂。19
岁以后家中就发生了变故，从此遍尝离
愁，更因忧国而神伤。70多岁去世，至今
无人知晓葬在哪里。如果可以重来，她是
否愿意选择同样的道路呢？画《误入藕花
深处》的时候，画家心里其实有个声音
说：“停在这里，不要长大。”

“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岳老师
今天早晨发了一篇文章的链接，文中就
有这句歌词，来自电影《缝纫机乐
队》。不需专注于有文化或者没文化的
概念，那都容易走偏，我们感叹的是，
像李清照之类的知识分子——— 尤其知识
女性，忧伤常常成为标配。并非强说
愁，只是在浑浑噩噩的众生中，总有清
醒的头脑和先行的脚步，他们主动承担
的太多，必然忧愁。

岳海波老师是个豁达开朗的人，不
过他笔下的女子都十分含蓄，甚至忧
伤。有人说他的画太不喜庆了，但他觉
得过于喜庆的东西指向性太明确，容易
限制了联想的空间。《误入藕花深处》
也是这样。十五六岁的李清照荡舟在藕
花丛中，虽是酒后游玩、兴尽而归，但
没有喜形于色。一幅画就是一辈子，画
家希望用笔墨留住词人仅存的欢乐时
光，也为她坎坷的一生怜惜和感叹。

“一天下午，我走在万竹园里，因
为下雨，没有其他游人。当时庭院深
深，雨打芭蕉，不知怎么就想起李清照
来，特别能理解她的那种情感。”在封
建时代，知识女性会面临更多的束缚和
压制，凄风苦雨，晚来风急，就算有丰
富的物质也不能满足精神的诉求，于是
一切就在诗词里爆发了。

岳海波很擅长虚实的把握。画面前
景的荷叶十分写意，甚至没有绿色，基
本以一种无形的水汽呈现，其中一朵红
莲，映照着少女的豆蔻年华。就李清照
的一生来讲，也是虚虚实实，“争渡”
的时候，是美好而虚幻的；青年时期家
庭变故、国家危难，40多岁仓皇南渡、
丈夫去世，直至再嫁、入狱，她面对的
都是实打实的伤害和痛苦；进入老年，

李清照独居江南，继续著书写词，外表
坚强，内心孤苦，一句“江山留与后人
愁”写出了多少无奈。难道奋斗一生都
是虚幻？

岳海波很喜欢《蒹葭》的意境，
“我一直想画出那种感觉，朦胧的、虚
幻的，带着水汽湿漉漉的，可望而不可
即的。但有时画着画着，初心就忘
了。”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画家，岳海
波画过不少重大题材的作品，《五三惨
案》《武昌起义》《齐桓公争霸》等广
受赞誉。但是另一方面，画家也在努力
做减法。“我希望画面元素越少越好。
好比话越多，主题越不突出，越说不清
楚。《石涛画语录》的内容，可能只是
早晨起来的一点感想，不一定连贯或者
逻辑性很强，但很精准。”大道至简，
笔墨语言也是如此。

回到《误入藕花深处》的画面上。
因为词中有“常记”二字，所以写这首
词的时候，“溪亭日暮”应该已成回
忆。可是沉醉的美好令人念念不忘———
这沉醉，一半是酒醉，一半是陶醉，活

泼的小少女玩了很久才回去，正好落日
余晖与鸥鹭齐飞。岳海波原想铺一层深
色的调子来体现日暮，但是天光虽晚，
人还年轻，青春的气息挡不住啊，足以
把周围照亮。那层暖调子令人喜悦和心
安，人物虽然偏在一侧，但因为被着重
刻画，依然是视觉中心。少女的头发由
于贪玩而散落下两绺，手边的书表明在
画家眼里，主人公酒意虽浓却不减知
性。天上飞的是鸥还是鹭呢？地形复
杂，水面很大，各种生灵都可以居住其
中。

岳海波和女儿曾经收留过一只受伤
的鹭鸶，用小鱼喂养了一段时间，伤好
以后就划着小船送回了大明湖。济南是
个美妙的地方，一城山色半城湖，人与
自然是那么和谐，千年之前就是如此。
如今珍珠泉依然有好多白鹭，不知是不
是李清照看到过的那种。

很多济南画家都和李清照有过关
联。章丘百脉泉有李清照纪念馆，20世
纪90年代，岳海波等一批画家曾经在那
里画过李清照，对女词人有了不少的了
解。他的李清照——— 甚至他塑造的所有
女性形象都比较清瘦，这是一种审美的
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标准。
蒋兆和先生曾经说过：‘有写生能力不
一定有造型能力。’这也是他亲身的体
会。学院派有一套训练写生的办法，但
最后还是要有自己的审美能力、造型语
言。其实我自己的画也存在这方面的问
题。”岳海波早年间去西方参观各种博
物馆、美术馆，被深深地震撼过，中国
传统艺术在他心里一度显得黯淡了。但
是当他再次把中原的文物、古迹、艺术
仔细咂摸之后，就感觉中西方在艺术上
其实是一种完美的抗衡、互补和共存。
西方的东西像玫瑰，又香又美；中国的
艺术像竹子，讲求的是品格。“品格恰
恰是我们学院派教学中很难培养的。”

我们想要的东西，现实当中可能真
没有，但是可以画出来。画画的目的又
是什么呢？岳海波说了他看重的一条：
“可以更好地保护人性。”当艺术家经
历了人生起伏甚至生死之后，更加明白
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活着最重要。有
了这个信念，很多事都不会计较了。生
活是通向死亡的过程，这并非悲观，而
是坦然。照此说来，无论现实还是画
面，虚虚实实也不用当真。

只是沉醉莫忘归路，历尽红尘千般
劫，心中还能记着溪亭日暮。

误入藕花深处 岳海波 136cm×68cm人比黄花瘦 刘书军 136cm×68cm

《醉花阴》是李清照在一个重阳节
因思念丈夫赵明诚而作，应该写于1103
年。据说元代伊世珍在《琅嬛记》中这
样记述：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
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
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
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
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
明诚诘之。曰：“莫道不销魂，帘卷西
风，人比黄花瘦。”正易安作也。

应邀创作《醉花阴》词意的是刘书
军老师，画作的题目为《人比黄花
瘦》。刘老师认为，在这首词里，李清
照灵光频现却深入浅出，字字句句含蓄
又优美。此时是李赵二人婚后两三年，
生存环境还没有那么严酷，词人得以比
较投入地沉浸在个人感情中，并把这种
深到极处的情愫用异乎常人的手段表达
了出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
可以死，死可以生，李清照和赵明诚少
年时代的爱情，自然又热烈。

很多画家都觉得李清照难画，越是
了解，越是重视，越无从入手。刘书军
老师也画过这位“千古第一才女”，尤
其对“人比黄花瘦”这句，曾经用心琢
磨。人、黄花、瘦，都是比较具体的概
念，词虽委婉，但元素是硬碰硬的实
在。怎样用简约的手法把这首词表现出
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路。“现在
看，我应该把她画得再年轻一点。”在
刘书军心里，李清照的美很难描述，不
是外在，而在韵味。“李清照从欢乐到
忧愁，经历了很多事，悲剧色彩越来越
浓。就这幅画来说，她依然在幸福中，
但是面部已经有了愁容。不光是因为夫
妻分居导致的思念，我还为以后埋下了
伏笔。从角色把握上，我不想仅仅把她
局限于某一个时间段。”

黄花指的是菊花。重阳节的菊花并
没有太多美好的寓意，秋意萧瑟中，人
比黄花还要憔悴。虽然香炉中点着昂贵
的瑞脑，但不能安慰孤独的灵魂。薄雾
浓云是室外的景象，画家移景室内，以
黄花牵引视线，带出独坐的女子，她倚
着窗儿，面前一壶一杯，不知自斟自饮
了多久。

这首词中，“莫道不销魂，帘卷西
风，人比黄花瘦”最为人们所熟知，其
实整首词字字珠玑，都十分精妙。画家
在创作时就需要取舍，只保留了主要元
素。

“在这幅作品中，承接西风的帘子

是不可或缺的，我画帘子还真花了时
间。”刘书军的认真可以达到较真的程
度，军人出身的他，做事果断又细致，
一旦着手，必须负责到底。去年底，大
众日报举办纪念创刊80周年活动，他完
成了大幅主题创作《我送你们上前
线》，光上面密密麻麻的题字就写了三
天，这些文字既是事件的说明，又是画
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观者无不感动。
《人比黄花瘦》同样体现了刘老师的认
真细致，这幅画他画了两遍，尤其是帘
子的部分，一丝不苟又充满写意精神。
帘上的字是先题上去的，避免了杂乱。
画面最上方的幔子先把帘子破了一下，
右下角的酒壶完成了第二破，使一个形
状规则、面积并不算小的物件不至于生
硬和突兀。菊花是先泼了颜色再勾勒，
虚虚实实，甚至有了些现代感。主人公
衣服素淡，头上没有任何饰物，画家为
了体现词人的寂寞孤单、无心装扮，用
心设计了每一个细节。

中国的写意画不是“有一说一”，
重在提炼、归纳和升华。但在写意精神

下，也不能抛却现实。有西画基础的刘
书军造型能力十分突出，画了很多现实
主义题材的作品，尤其在领袖人物和军
事题材创作上独树一帜，曾参加过20次
全国美展。近年来刘书军画风愈加豪
放，特别以画钟馗闻名。然而从钟馗到
李清照的转换，他做得自然而然。“咱
作为一个当过兵的人，有豪爽也得有温
柔啊！”刘书军在采访中笑道。既能画
沧桑的老人，又能画天真的孩童；既能
画叱咤风云的伟人，也能画生龙活虎的
战士，这是刘书军对自己人物形象塑造
的要求。“现代人物画创作，给我们增
加了不少难度，因为要直接面对生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老百姓的生活日新
月异、千变万化，不能胡编乱造。”记
者之前看到过刘书军老师2013年创作的
一幅大画，描绘的是毛泽东视察济南东
郊公社，当初有同行建议他给画中的一
位群众穿上蓑衣，但是他没有采纳，因
为当时济南市的百姓并不穿蓑衣。画古
人虽然可以相对放松，但关键元素也不
能乱来。画家要深入历史、深入生活，
细致入微地了解时代背景，才能在现实
的基础上发挥写意精神。

李清照的世界里少不了酒，“有人喝
了酒忘词儿、断片儿，但是她没有，她喝
了酒更清醒，更有才情。”刘书军说。可惜
这个重阳节，她只能独酌。从“浓睡不消
残酒”到“三杯两盏淡酒”，再到“酒意诗
情谁与共”，酒陪伴着李清照，抚慰着李
清照，也见证着李清照生命状态的演变。
我们还是希望，无论时局如何，李清照总
能感受暗香盈袖，乐于看到春花遍野、
秋云飞度，也盼望所有历经坎坷的人都
如她一样坚强。

刘书军说：“李清照是章丘的、济
南的、山东的、全中国的。为什么李清
照的词在宋词里边占有那么重要的地
位？因为她不但有才华，并且比爷们还
爷们。”说李清照是婉约派词人，其实很
片面。她从小就与众不同，不会永远躲
藏在自己的小情感、小世界中。“生当
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一个女子写出
的词，其境界很多男子都未必能达到。

其实，参加此次“倚门回首”清照
词意书画创作的艺术家，无论对词意还
是对李清照这个人，都揣摩得比较透
彻。“一生起起伏伏，也使她把才情发
挥到了极致。虽然大环境不如意，但是
她对生活从来没有屈服过，”刘书军
说，“她就是人杰。”

刘书军

1952年生
山东青岛人
中国美协会员
山东省美协顾问
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常务副会长
国家一级美术师

岳海波

1955年生
山东济南人
中国美协综合材料绘画与美术作
品保存修复艺委会委员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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