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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裁东风意 花奇莫若春
——— 赵英水韩玮共绘牡丹图

□ 本报记者 霍晓蕙

  描绘一座城，不必状其貌，只需写其魂。牡丹是菏泽的文化符号，也是这座城的灵气所依，岁

岁年年，芳华永续。历代丹青画卷常见牡丹图，取其富贵圆满的吉祥寓意；当今画家寄情于牡丹，

重在歌咏它旺盛蓬勃的生命活力。岁末凛冬，让我们跟随画笔看花开。在翰墨馨香中，又一个新

春即将到来。

  走进画室，便看到两张笑脸——— 赵英水、韩
玮两位先生的“约绘”已经进行了一会儿了。画
友之间的合作，让人很安心——— 不可能画“坏”，
只可能出彩。他们有说有笑，创作状态比较松
弛，画面却始终呈现蓬勃的笔墨势态，应该就是

“写意”的味道吧。“意”又是什么呢？
  善于剪裁的画家，都是“会意者”。意，是花
香，是春色，是“东风意”。赵英水说：“花鸟画家
的素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关键看选择什么，传
达什么。”韩玮说：“牡丹‘国色天香’，红牡丹更有
一种象征意义，最重要的是画出它艳而不俗、雍
容大度的气质。”
  象征意义是精神层面的，笔墨的格调也是无
形的，修养之深浅、品位之高下，落笔着墨见
分晓。
  笔肚含水，笔锋蘸上曙红色，赵英水投入一
场盛大的花事，一管长毫，起起落落，红衣浅复
深，明艳疑欲语。花尚“活”，石须“坚”，韩玮在右
侧画山石，以枯笔取势，以湿笔求韵，赭石色皴染
之后，磐石沉着安稳，成为花儿们坚实的依靠。
  牡丹的枝干和叶子“三叉九顶”，结构复杂，
最难取舍。赵英水删其繁，在不失其特点的基础
上“就其简”。笔墨不着色彩，以水墨之调和、落
笔之先后，形成丰富的层次。看他用笔，笔笔独
立，不蔓不枝，却又笔笔呼应，顾盼有情。穿插枝
条时的用线，应似书法中的“屋漏痕”，在顿挫中
求得凝练。赵英水说：“写意画的线条，不仅要勾
勒所描绘对象的形态，还要有适合的运笔方式。
表现枝叶时，以线为骨，把握节奏，笔不离墨，墨
不离笔，墨和水的变化，可以成就无数的可能。”
  “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扬，不待
铅粉而白……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得

“意”者，以简驭繁，水墨浓淡变化万千，写自然之
韵味，得文人之意趣。
  笔墨一层一层深入，画面随时随处调整。两
位画家着眼画面空白处，再三忖度。韩玮说，国
画中的留白也是画的内容之一，它和画中其他有
形的事物一样，有疏密，有层次，是需要认真经营
和布置的，计白当黑、知白守黑的道理就是如此。
  韩玮在磐石旁增加了一些杂草，又在周围点
苔。他说，任何笔墨和色彩的运用都要从整体来
考虑，画面以曙红的花朵、赭石色的山石为主，石
头再加点石绿色，配以花枝、花叶深浅不同的墨
色、线条，使得画面既丰富又不繁杂，达到一种和
谐之美。他用笔含蓄，用墨和润，用色典雅，文人
书卷气溢于笔墨之间。
  合作最怕的是“各唱各调”，赵英水、韩玮两
位先生配合默契，对画面的处理方式也比较接
近，作品如出一人之手。说起来，他们二人有不
少共同点：都擅长写意花鸟画，“一生心事为花
忙”；同为高校教授，教书育人数十载；性情也有
些相似之处，“亦狂亦侠亦温文”。在山东美术教
育行业，他们都殊有贡献。赵英水早年参与创建
齐鲁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并担任负责人18 年之

久，在进行学科建设的同时，他曾对民间美术进
行深入研究，并融会于教学和自己的大写意花鸟
画创作中。他的紫藤作品，以气取胜，一扫柔媚
脂粉气，深受欢迎。近年来他的题材愈来愈宽，
田园系列创作常让人眼前一亮。他特别赞赏潘
天寿先生的主张，认为花鸟画的布置应以势为
主，气要盛，势要旺，力求在画面上造成蓬勃的生
机和节奏韵味，达到中国绘画特有的生动性。韩
玮对写意花鸟画气韵的追求与赵英水十分一致。
他任教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数十年，教学相
长，在自己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投入国画研究，
《中国画构图艺术》是他众多学术著作中的一部，
自2001 年出版后，至今已经再版十余次，影响深
远。章法的讲究和结构的严谨，是他写意花鸟画
的特色，他善于在画面上造势、破势，尤其是对空
白的运用和对画眼位置的把握，既富于变化又含
蓄自然，体现了写意花鸟的美学品格。
  如果再说他们的共同点，那就是对写生的重
视。比如牡丹，就是他们每年都要写生的对象。

“画牡丹易，画好不易”，赵英水说，牡丹和其他花
卉一样，要通过认真观察、取舍，选取其典型性，
才能既保留造型特点，又具有艺术性，源自生活，
高于生活。
  “为什么都说画牡丹容易俗？”我想起常见的
俗艳牡丹图，就把这个问题抛给韩玮先生。他认
真地回答，“牡丹作为国花，本身非但不俗，而且
雍容、高贵、典雅。我们看有些牡丹画很低俗，主
要是指表现方法的俗：一是用色不当，或红花绿
叶，甜腻不堪；或色墨混浊，脂粉气浓；二是造型
僵硬，不懂取舍，缺乏生气，工艺味重。三是不懂
章法，构图不当。牡丹深受国人喜爱，也是书画
爱好者最常涉猎的题材，而上述三点是易犯之
病。”
  牡丹作为国画传统题材，历代有不少佳作，
但多为工笔画，从明代徐渭开始才有了写意牡
丹，之后由海派画家们推广开来。谈到艺术的创
新，韩玮和赵英水都这样表达，“艺术的创新，是
要根据现在的审美眼光，找出传统绘画可以改善
的地方，以此为突破口进行探索。写意画可以使
人产生许多联想。我们在创作时要融入自己的
情感，丰富它的内涵。”
  花逐轻风次第开，叶随画笔参差长。红牡丹
的“约绘”时间不长，再回想起来，却有种隆重的
仪式感——— 落下的是笔墨，呈现的是春光。观看
的人，满眼春意，仿佛走进菏泽花乡。听说，菏泽
花农早就掌握了牡丹冬季开放的绝技，真了不
起，而书画家们可以让牡丹在宣纸上四季开放，
也是“壮观人间春世界”的妙思巧构。
  观看牡丹图，觉得有趣且有力。自然和笔墨
世界，都是有意味、有生命力的天地，让我们体味
静好，也汲取扩展人生维度的力量。做一个生活
和艺术的“会意”者吧，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愿我
们能一直葆有待花开的心境、涉激流的勇气。

两位画家共绘繁花（左起：韩玮、赵英水）

韩玮（左）、赵英水与完成的画作合影

《剪裁东风意 花奇莫若春》 赵英水 韩玮 248cm×124cm

韩玮
  1955 年生，山东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硕士研究生
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
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花鸟画艺术委
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山东画院
艺术委员会委员。

赵英水
  1955 年生，齐鲁师范学院教
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
美术家协会花鸟画艺术委员会副
主任，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山东省国画院副院长，山东画院
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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