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常荣兰画自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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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有独特艺术规律的中华传统
艺术。对于书法艺术的学习，临帖是前
提和重要途径。

通过临帖了解掌握笔法、墨法、章
法，进而学会创作。那么临帖是不是打
开字帖，提笔就临呢？答案是否定的。
临帖的第一步是读帖。而读懂，读透，称
之为精读。

读帖读什么？一读全帖内容。知道
内容，才会明白艺术表现的基调，是喜怒
哀乐，还是客观记录生平，陈述历史事
件。经典书法碑帖其艺术表现与书写内
容高度统一，与书者个人心意相通。所
以临帖前一定要清楚这本帖所写为何。

二读背景，这是透过帖的内容了解
时代背景和文化特点。比如临《兰亭
序》，先通读其内容，描绘兰亭景致之美
和文人雅士雅集的欢乐之情，抒发“修短
随化，终期于尽”的感慨，体现了王羲之
积极入世的人生观。

书法随着王羲之悲喜变化的情绪由
平静而激荡，再由激荡而平静，极尽波澜
起伏、抑扬顿挫之美。其背景是东晋时
期的社会开放包容，文化特色是宽松多
元，文人讲求个性，注重精神气质和内心
追求。魏晋风度就是指这个时期的文化
艺术格调不俗，造诣精深，具有气象。

三读技法表现。了解了帖的内容、
历史大背景、文化内涵后，感受全篇艺术
表现的技法手段。是大开大合，还是一
笔不苟；是纵情激越浓墨重笔，还是清风
朗月不激不厉，是自由散淡的提按使转，
还是中锋浑厚或方笔雄强。笔法是核
心，做到读懂，才能下笔临习，逐步锤炼
眼与手的协动。而临帖非能一蹴而就，
需要几十年甚至一生的投入。不断临，
不断悟，融入创作，渐出己意。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力，任何创新都
是有源流、有血脉的，不是随意搞怪与故
弄玄虚。书法艺术不经入古，就谈不上
出古。临帖是进入其艺术之门的敲门
砖，读帖又是临帖的重要环节和基础，可
增长文史知识，促进提升艺术理解能
力。广大书法爱好者一定要学会读帖，
帖中自有“黄金屋”。

临帖的前提是精读
文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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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历史等诸多原因，有很多已故的辽沈书画
界造诣精深的艺术家，还存在巨大的发掘空间。
这些前辈们的作品每每在惊鸿一瞥后，余韵绕梁，
回味无穷。高常荣即是其中一位，其传统文化修

养深厚，诗书画印兼修，尤爱画兰，一生精研此艺，成就不俗，
影响后学无数。

高常荣生于 1903 年，卒于 1987
年，自号一如居士，沈阳市文史馆馆
员，出版有《高常荣先生百兰图集》等。

业内人士认为，画兰有三重境界：
形、神、骨气。形，指兰的外观、姿态；
神，即其气质、习性；骨气，则关乎兰的
内在精神品格。高常荣是三者兼备的
画兰大家。

鉴赏家杨仁恺曾于1988年撰文评
价高常荣画兰花：“一生以画自遣，淡
泊明志，不慕荣华，故能精于一艺，从
而使之弘扬光大。且不使其笔墨单调
平凡，竟能使之姿态万千，变化多端，
而无千人一面、一株万同之感。先生
画兰既得其态，又传其神，兰之精微，
可谓备矣。”书法大师沈延毅赞其“下
学上达有出蓝之誉，逾耋年，犹孜孜不
倦，青灯白发雅趣盎然，故略致数语以
申敬佩”。

兰花是中国画中最简单、也最难画
的一种。看似只有几笔，却蕴涵着形与
神的多重表现元素：骨力、墨韵、气势、
神采等。下笔之初即已决定成败，几无

补救余地，一气呵成、甚至一笔呵成是
其要义。高常荣自由驾驭兰花的多样
表现技巧，所画幽兰其清在骨、其秀在
神、其韵在墨、其雅在笔，灵动多姿，充
满生机。他所画兰花种类丰富，其大折
叶画法为突出特色，展现兰花坚韧优美
的生命形态。起笔、行笔、末笔一以贯
之，墨色轻重随势而为，兰叶正斜侧反
栩栩如生。

著名国画家、《描绘中国》主编王
溪光说：“高常荣先生的兰画，清新之
气完全出于自然而无矫揉造作之态。
淡泊中蕴含高雅，平淡却不失内涵。
在他的画中，看不到丁点迁就迎合，有
的只是提炼进取，满纸情趣。他的画
捕形准确，下笔轻灵却能入木三分。
嫩梢老叶，泾渭分明，苞蕾馨香，朝暮
有序。构图上，章法严谨，毫无夸张之
嫌，坐如钟鼎，重心平稳，不求哗众，但
写我心。”

更为可贵的是，高常荣将自己的
经验以题诗词句款于画上，传于后人，
为兰画创作留下垂范式教科书。

“我兰写我心”：技法独到

兰花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一个重
要符号，备受国人推崇。孔子咏兰，将
兰花作为君子的化身。屈原佩兰，表
达志行忠贞。郑思肖画兰，慨叹亡国
之痛。而明清的徐渭、郑板桥写兰，则
是寄托了高洁情志。

高 常 荣 传 承 发 扬 兰 花 文 化 精
神，其兰画徐疾几笔，君子之风跃然
纸上。兰的折叶、翻叶牵连映带，墨
韵浓淡相宜，诗文清雅，书体得当，
钤印灵动，展现出笔墨修炼的谙熟
造化与文人画的书卷气和画家的美
学修养。

兰画贵在高度艺术概括，以审美
的深切体悟，将高尚的思想、纯真的情
趣注入笔墨，随意写出，将兰花之气韵
呈现，实现自然之美与人的精神情怀
相映照，以高雅的艺术佳作感召人。
著名书画家、北京画院原院长王明明
在看过高常荣的兰花画作后，认为收
获很大，并欣然题写：“气若幽兰”，表
达赞赏、怀念之情。

兰画体现了高常荣作为一位艺术
家的“技道双修”“物我合一”，把君子
的追求、文化血脉化为个性创造，赋予
其民族之魂。

“技道双修”：传承兰花精神与文化

高常荣终生精研画兰，赋形传神自成一格

画到天机流露处 满纸清芬袭人来
本报记者 凌 鹤

经典鉴读 JIANDU

《早春图》是北宋杰出画家、绘
画理论家郭熙流传有序的重要存
世作品之一，现藏于“台北故宫博
物院”。画轴纵 158.3 厘米，横
108.1厘米，绢本双拼成幅，水墨浅
设色。此画是郭熙晚年的代表作，
可以一窥其山水风貌。

《早春图》最突出的绘画特色
与贡献，是巧妙地将其主张的描绘
山水的高远、平远、深远表现手法
融为一体。

郭熙用此艺术手法创造了一
片纸卷上的春山寒林与生命律
动。其著作《林泉高致》中有言，在
山水画的创作中，要分清四时的差
别——“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
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
惨淡而如睡。”《早春图》中可以品
味到澹冶的环境和“笑”的动态，渲
染出画面宁谧而生机勃勃的氛
围。而这种氛围的营造又得益于

《早春图》的全景式构图。

画面中的主体山峦呈“S”状盘
旋，与左右峰峦结合。其间墨色深
浅变幻，主次有别。画面中“有枝
无干”的树木是郭熙画风的一个标
志。蟹爪一般的树枝，更是郭熙画
派的经典象征。山脚处施以卷云
皴，层层交叠，体现了山石的厚重
稳健。山势虽在画面中部被云雾
隔断，却丝毫不掩其硬气，从近山
看去，山脊挺立而分明，予人直面
苍天之感。这正是郭熙所说的“自
近山而望远山”的“平远”法。

当代著名书画家王宁谈到，在
《林泉高致》一书中，郭熙提到“山
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早春图》
中描绘的大面积水域有3处。画
面下方左右两边各有一湖泊。左
边一妇人怀抱婴儿，手牵一个小
童，妇人回首望着身后挑担的男
子，而童子则被前方欢脱的黑色小
狗吸引而趋步向前，一幅春游欢愉
的还家场景。画面右边则是两个

正准备登岸的男子，左边的男子手
中拄着竹篙，抬头凝望着眼前的高
山，这便是“自山下而仰山巅”的

“高远”法；右边的男子则低头摆弄
渔网，船上依稀可辨鱼篓等物，一
派春江水暖渔人先知的初春景象。

画幅中的第三处水域位于画
面左边被虚化的远山与层层淡墨
渲染的天空中间，随着栈道上行旅
及樵夫进山的脚步，“自山前而窥
山后”，得到“深远”的视觉效果。

当代著名青年画家、美院教师
万弘巍认为，郭熙虽注重从北宋早
期就已形成的“大山堂堂”的构图模
式，但更强调画中的人文气息，他想
画的是一处君子渴慕的林泉之
所。“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
游者，有可居者”，且并不仅仅是身
体，更是一场心灵的旅程，对山川毓
秀的描摹，内化为对君子理想人格
的追求与光阴往还的感叹，使得山
水成为天地，天地化为宇宙。

郭熙《早春图》

“三远”法表现君子的心灵之旅
本报记者 凌 鹤

郭熙《早春图》（局部）

高常荣的兰画是一份珍贵的民族
艺术遗产。

高常荣不仅绘画功力超群，对诗
书篆刻也颇有深研。从其兰叶飘逸、
沉着、极富变化的用笔中，可看出书法
造诣。其早年习怀素草书，后常书行
草。用书法笔意绘兰，有的兰叶以中
锋行笔圆润多姿，有的以枯笔直抒胸
臆，兰花点缀其间俯仰顾盼，无不表现
出画家的才华与灵性。其篆刻初师沈
阳名家王光烈，后师沪上名家张鲁
庵，南北融合，于汉印颇具功力，有《一
如印存》四册存世。

吴悦石先生入室弟子、著名书画
家刘鹏认为，高常荣毕生从事传统中
国画学习与创作，以其穷经皓首的追
求和对书画的挚爱之情，达到了涉笔
成趣、挥洒自如的艺术高度。他于书
法、篆刻、国画均有涉猎，而于国画一
道，尤对梅兰竹菊四君子之“兰”情有

独钟，用功最勤，广采博收。深厚的诗
文修养和道家思想影响，其为人为艺
淡泊名利、忠厚仁和，故成就了其艺术
作品的洗尽铅华、清雅脱俗、潇洒出
尘。也因此使得其作品识者寥寥、生
前孤独、身后落寞，但却丝毫不影响其
在二十世纪辽海艺术史册中，作为传
统中国画领域代表人物，鹤立鸡群般
清高孤傲的存在。

高常荣为人自律，品格清新不俗。
传艺诲人不倦，求画来者不拒，热心公
益、助人为乐，君子之风与画永存。其
孙辈高序来等后人，继承其优秀家风与
良好品德，不仅爱兰养兰，做人朴实真
诚，更注重收集整理高常荣的艺术遗作
与理论观点，为民族艺术的传承尽己之
力，将高雅艺术之美带给大众。让经典
佳作更好地传播，让具有君子之风的
老艺术家精神得到弘扬光大，启迪教
化后人，是时代的使命和责任。

“清雅脱俗”：诗书画印融合

酷暑难耐时，翻开《高常荣百兰图
册页选》，顿觉清新扑面，灵动之韵、馨
香之气直入心田。不禁感喟：辽沈书
画界深藏着一位画兰圣手。果然，在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书画
卷》中，高常荣的《丛兰图》赫然在列，
排在傅抱石的《湘夫人》之后，艺术成
就由此可见一斑。

①沈延毅题写 ②陈佩秋题写 ③王个簃题写

④花不在多，叶
不在简。必得其
神，斯意乃远。

⑤写兰不必仿前人，别有精神别有
神。作意遍生粘滞气，灵犀无著是
天真。

① ② ③

④

⑤
名家为高常荣兰画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