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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春阳长期致力于以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来关

照绘画人生，以冲和安详的心态诚恳地表现自己

的审美理念和艺术直觉，进而达到“物我两忘，

心手合一”的境界。他主张以涤荡浮躁、净化心

灵作为艺术创作的主旨，是当代写意花鸟画在继

承传统的基础上具有大家风范的典型。走近春

阳，品赏其人其画，淡雅飘逸，宁静深远。

人生如画

走进霍春阳的画室，一股纸墨的淡雅香气

扑鼻而来，再加上古朴的陈设以及满墙未装裱的

字画，不禁让人沉浸在中国传统艺术的氛围里。

画案前的霍春阳正在观摩前人的画作，花白的头

——品赏当代画家霍春阳其人其画

○ 本刊特约记者 邱汉生

走近春阳

发显现岁月的积淀，简洁的衣着凸显艺术家的气

质。

霍家为书香门第，霍春阳的爷爷是一名秀

才，酷爱收藏字画，家里摆满了名家名作。受家

庭氛围的熏陶，霍春阳从小就欣赏国画，并且逐

渐喜欢上了这门艺术。热爱生活的他总是学着画

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我从小就对植物、花草、

树木很感兴趣，没事的时候就要拿出笔和纸来画

上一幅，可以说要是哪天没有画画，心里还真不

舒服。要说天赋可能有那么一点，但是我觉得最

重要的还是天生喜好、热爱生活，也许我天生就

是画画的材料吧。”霍春阳的话风趣幽默，谦逊

中带着对绘画的执着与热情，他把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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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春阳

当代著名逸品画家，清华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

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中国画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市高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绘画学科组组长。1969年毕业于天津

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1986年至2004年任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1992年被评定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的专家，1997

年被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中国画坛百杰”称号。出版有《霍春阳画集》、《霍春阳花鸟画教学》、《跨

世纪杰出中国画家作品集——霍春阳画集》、《名校名教授中国画赏析——霍春阳专集》等作品，并多次应邀赴美国、欧洲各

国、日本、印度、韩国等国进行文化交流与讲学。2008年起担任中国艺术学会常务委员会委员，2010年5月被特聘为美国内申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大中华学区专家委员会委员。建立霍春阳传统艺术工作室，指导清华高级研修班教学。

都归功于小时候一点一滴的积累。

名师出高徒，从小的绘画基础固然重要，

但名师的指点更是必不可少。霍春阳的启蒙老师

就是曾师从徐悲鸿、李苦禅等书画名家的孙其峰

老先生。当年正是孙老先生的慧眼识金，才成就

了一代名家。霍春阳对自己的恩师一直念念不

忘：“与孙先生结缘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他从

众多的学生中相中了我，并带着我一同作画。当

时是“文革”期间，花鸟画并不被大众所接受，

孙先生却依然带着我潜心研究花鸟画的技艺。我

们五六年都在一起同吃同住，每天都可以得到他

面授机宜。那些年可以说是我绘画技艺突飞猛进

的几年，所以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的老师孙其

峰老先生。”霍春阳对于恩师的感激之情溢于言

表，虽然如今成为名家的他在很多方面已超越了

恩师，但他丝毫没有忘记老师的教诲，依然保持

着一颗平常心。

霍春阳从小学画至今，所创作的画作难以计

数，但要说他印象最深、对他最有意义的作品，那

就不得不提1976年与孙其峰老先生共同创作的《山

花烂漫》。对于当时创作的情形，霍春阳记忆犹

新：“记得当年我和孙先生一起出去采风，正好赶

上迎春花开的时节。看着满眼迎春花开的胜景，孙

先生就萌生了画一幅作品的想法。之后回到画室，

我们一起讨论了创作思路，尤其是在颜料、颜色以

及表现手法等方面做了比较成熟的构思，之后用了

一两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幅作品。没想到它在中国

首届美术双庆展中获得大奖，并且让大家广泛地熟

悉和喜欢我的作品。可以说《山花烂漫》的成功是

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对于自己的作

品更加有信心，也是对我几十年来在艺术境界上不

断追求和突破的一个肯定。当然我最该感谢的依然

是我的老师，没有他的帮助和教诲也不会有我今天

对于创作的感悟。”

霍春阳的花鸟画在艺术界具有很高的地位，

面对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他并没有停滞不前。

他不仅在绘画上追求更高的升华，还教书育人，

将自己毕生所学以及对于绘画的感悟传授给更多

的学生。他说：“我从事绘画这么多年来，经验

积累了一大把，也走过不少弯路，如今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将中国绘画的特色和文化传承下

去，让更多的人学有所成。多年来，我一直在全

国各地的学校作演讲，将自己对于绘画的理解讲

述给大家，而且庆幸的是成效不小，我想这也是

自己作为一名画家所感到欣慰的事吧！”

霍春阳带学生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

为每个学生都准备了一本《论语》。说到教书育

人，霍春阳的话显得语重心长：“国画是我国上

千年来所形成的艺术形式，它是我们民族的精

髓，如果我们想要学好绘画，就必须培养自己深

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孔子的儒家思想是我国的瑰

宝，它可以指示我们从成人、立人到达人的蜕变

过程，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也是我们中国书画家

必备的修养。可以说，要想学画先学做人。只有

拥有了崇高的思想境界，才能将自己心中的情感

通过作品准确地表达出来，而这也是一个修身的

过程。其实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是这样，学会做

人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在传统文化的

培养上所做的工作还很不够，同时西方的思想对

我们的艺术创作冲击也很大，这对我们走好国画

的创作之路是不利的。当然，我本身并不排斥西

方文化和艺术，它也是多元民族的一种文化，但

我们应该在学好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包容地

看待外国的艺术思想，这样才能达到有容乃大的

境界。我最近的讲学也一直在强调传承传统文化

的问题，并且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和很多听众的

重视和认同，这是个可喜的现象。希望我们能共

同呼吁社会大众，尊重我们的传统文化，它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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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立国之本、做人之本。”

在一名书画家的成长道路上，最难能可贵的

就是坚定笃行的品质。很多人往往为外界的种种

诱惑所累，迷失了自己的创作方向，最终功亏一

篑。作为功成名就的过来人，霍春阳对这种现象

也是痛心疾首。“现在这个社会诱惑太多了，回

首我走过的路，真的是处处陷阱。如果你没有坚

定的意志真是很难修成正果。如今在书画界这样

的例子比比皆是，很多人小有名气就沾沾自喜，

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上的丰厚，在创作道路上不思

进取，受利益的驱使而画画，往往是丢了自己的

风格，弄得高不成低不就，可惜了十几年的苦

功，最终成不了大家。其实，这个问题归根到底

还是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缺失，这一点是我们每一

个画家所必须重视的问题。中国书画界今后的发

展和希望，需要后人有坚定笃行的精神和态度。

抵御外来的诱惑和干扰，保持一颗平常心静心钻

研，正是我们目前最需要做到的。在此，我也希

望书画界同仁们和我一起努力，为了中国国画艺

术傲立世界艺术之林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霍春阳这段话讲得十分中肯，从他凝重的表情中

能够体会到他对当今中国书画发展的担忧。

从勤学苦练到教书育人，从功成名就到传承

文化，霍春阳已经走过人生大半。回首与绘画结缘

的这一生，他将其总结为“人生如画”四个字。

他说：“我的人生就像我的画一样，逐渐成熟，被

世人所喜爱和接受，这也是我此生最大的欣慰。我

之所以能获得今天的成就，就是因为从事了绘画行

业。绘画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更让我学会了做人，

只有学会做人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才能受到世人

的尊重和认可。绘画给了我一个十分完美的人生，

如今也是我回报的时候了，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

将自己的毕生所学贡献给社会。当今社会充斥着太

多对人类文明发展不利的因素，一些与文明不符的

事物在诱导很多人走向歧途，所以我必须做一名文

化精神的传播者，一定要尽我所能，将传统文化传

播给更多的人，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地强大起

来。”

画如其人

30多年前，雨狂风骤的十年“文革”刚结

束，天津一幅描绘迎春花绽放的作品，成功地表

现了人们的心花怒放和无限生机，在中国首届美

术双庆展中赢得普遍赞誉。两名作者都是天津

人，其一是画界耳熟能详的孙其峰，另一便是崭

露头角只有30岁的霍春阳。此后，随着他不断

推出新作，不断领悟艺术的真谛，霍春阳的画

不仅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在艺术思想回归传统

后，渐渐形成别具一格的独特风格。中央美术学

院教授薛永年这样评价霍春阳：“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在当代中国画坛上，霍春阳是一位很有影

响的中年实力派画家，虽然实力派画家也不下数

十人，但霍春阳的实力是全方位的，尤以讲求境

界的小写意花鸟为胜。艺术贵在‘赏心悦目’四

字，霍春阳作为具有独特代表性的小写意花鸟画

家，他的艺术不仅好在赏心而且贵在养心。自古

以来，画中逸品的品味都强调三个方面，一是精

神的超越，二是笔墨表现的简约，三是境界的深

静。霍春阳的艺术恰恰具有上述的三个特点，

可谓默契造化，简约深静，‘幽情秀骨，思在天

地’，所以我说，霍春阳是当代少见的逸品画

家。”

画者，文之极。画品的高下，直接取决于画

家素养的高低。中国绘画如同中国诗词一般，讲

究“言简意赅”、“以少胜多”，要求每一笔、

每一线条、每一个点都要表现出丰富的内涵，即

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即使是最简

单的一花一草，都能融入人类特有的思想和人文

情怀。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逸品”，是一个“看

似寻常却崎岖”的“漫不经心”之举，同样要求

画家有着全面的修养。霍春阳的花鸟画，画面洁

净，用笔洗练，气韵贯通，惜墨如金，尽得风

流。这得利于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学习、思考与

领会，他也在用自己的心血守护我们传统的文化

精神。当代的画家，包括霍春阳在内，大多出身

于美术院校，深受西学东渐的影响，殊少国学基

础，思维方式与创作方法也接近西方的艺术家，

常常把创新与传统对立起来。而霍春阳是一个不

随流俗、守护传统的画家，他在创作与教学中，

提出了若干振聋发聩的见解。比如他引用禅学著

作《青言集》中“无异言而生清净心”的主张，

指出不应该把花样翻新与否视为衡量绘画优劣的

标准。他还指出，“有风格并不代表有质量”，

“艺术应该淡化个性，把艺术的共性容纳得越

多，艺术的个性才越有价值”。他的这些话语尽

管未必获得一些理论家的完全同意，但深刻地揭

示了20世纪以来艺术认识上的一些迷误。为进一

步领会传统艺术文化的博大精深，霍春阳还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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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国学补课，他参加了北大汤一介先生主持的

“中西文化比较学习班”，以及“中西文化比较

高级研究班”，用很多时间去研究儒家的经典，

并且在领会中国的文化思想中打通儒、道、禅

学。“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这正是他人品、

画品追求的理想境界。几十年书海笔耕探寻，几

十载砚边沉思修炼，他深悟出中国绘画之真谛，

他致力于提高精神境界的逸品画，终于取得了突

出的成就。

正如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吴山明所评价的：

“霍春阳是当代中国花鸟画坛具有代表性的画

家，他传统功力深厚，并由传统而出新，形成了

有时代特征的画风，这是非常难得的。”

画品即人品，画品的高低正是人品高低的

展示，欣赏霍春阳的画作就如欣赏他的人品一

样。在他的画作中，无论是梅兰竹菊，还是夏虫

秋荷，无一不显现出静寂、沉凝、淡雅，悉心体

味，你会被画中透出的中国文化的精深与博大所

征服。在绘画创作中，他坚守“以淡寓浓、以简

寓繁、以疏寓茂、以轻寓重”的创作理念，不求

繁芜，不重尺幅。一枝寒梅，几棵翠竹，一捧

兰草，三两点秋菊，无一不给人以悠远、古雅之

美，让人身心清爽、神志陶醉。比如，在他的

《无言可人》画作中，一枝剪梅表露出一种坚韧

顽强、百折不挠的精神内涵，展示出超然顽强的

乐观。在《君子之品》画作中，中间布局不作题

词，画面干净整洁，中锋行笔于枝干，浓墨铸

叶，潇潇洒洒，神韵犹至，寓意做人“贫贱不能

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高洁。在他的

《意清池》作品中，一片蓬叶、几节莲藕，画面

简洁大方，毫无刻意雕琢之感，君子风度跃然纸

上，一清二白的君子品格潜入画中。他画的《山

葩香远》以兰抒怀，正如画题所言“洁身自好无

尘垢，一片冰心永向阳”，几丛兰草盎然生机，

不与他人争宠，不与尘寰置气，从容大度，不卑

不亢，虚静中求淡雅，黑白中求疏密。他用娴熟

精到的笔墨，准确生动地点化着谦谦君子之风，

并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悠然恬淡、神韵飘逸的画中

境界。

我们的民族因有精深博大的文化遗产而绵

延千年，中国的文化精神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志士

仁人用生命去守护并弘扬光大。霍春阳就是这些

志士仁人中的一个。我们欣赏霍春阳的作品和人

品，这是一种精神的回归和灵魂的净化。 香冷隔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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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春阳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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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叶多情

2：花中第一品

3：风雨为歌

4：红芙映日

5：贵气高情

6：东风吹放百花枝

7：清晖自远

8：和雪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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