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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鲁美四老”
让传承得以实现
孙世昌（美术评论家）：“鲁美四老”把中

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书画研究会的传统完
整带到鲁迅美术学院，他们可以根据时代、
根据不同的个性、根据不同的地域进行创新
转化。“鲁美四老”为东北地区中国画发展筑
基，这个贡献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晏少翔临摹顾恺之《女史箴图》《听琴
图》、传为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由这
三个长卷我看到晏老的源头在哪儿，他的
仕女和人物画继承的是卷轴画的传统，功
力不凡。钟质夫能工笔，擅墨骨。画家田
世光说：“在长江以北的没骨画，我认为最
好的是钟质夫老师。画家刘伯农对季观之
的评价是“北派山水数第一”。他的皴法刚
劲、密实、沉厚，北派山水画的特色把握得
很准，很到位，对东北地区山水画的影响巨
大。东北地区的写意画主要受郭西河影
响，无论是大写意还是小写意。

赵宝平（美术评论家）：“鲁美四老”为鲁
美培养了几代人。对一个大学来讲，传承太
重要了，传承得以实现需要老师。“鲁美四
老”构建了包含人物、山水、花鸟，工笔、写意
的中国画教学传统科目，并传承有序，体现
接脉之举，影响深远。

“鲁美四老”到东北后又创建了湖社书
画研究会。可以说，在辽海地区，传统中国
画创作得益于四位老师，他们不仅夯实了
鲁美中国画传统教学基础，而且在传统的
脉系中寻求发展，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徐萍（美术评论家）：“鲁美四老”对时
代风气把握得非常敏锐，他们的艺术不是
食古不化，而是注入时代精神，讲求大开大
合的气度，不只局限于一笔一墨。“鲁美四
老”在京津画派颇有成就与影响，对“鲁美
四老”的文化资源、艺术资源全面梳理研
究，发扬光大，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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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得有时代精神”，这句话是
“鲁美四老”常说的，他们的实践之路也是
如此。晏少翔的工笔重彩出神入化，其创
作的古典仕女画在严谨中不失活脱与灵
动，造型和设色风华绝尘；钟质夫最擅长
没骨花鸟，他把写意的用笔、工笔花卉的
严谨、文人画的洒脱、水彩画的润致融为
一体，生动而富有情趣。季观之山水创作
集众家所长，以写生笔法描绘辽海山川，
获誉“季家山水”之称；郭西河则精于小写
意花鸟，充分吸收齐白石、王雪涛技法特
点，笔墨神采灵动，匠心独运。

晏少翔曾说：“画前人没有的东西，是一
种挑战，手、眼、心都要跟上。我对色彩很重
视，它是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语言，我以此
来表达时代精神。比如，我画的《黄山图》中

的树，是写生回来的创作，真的树没有这么华
丽，但这份色彩表达了我对祖国秀美山川的
热爱与礼赞。”

钟质夫说，大自然就是绘画的老师。
可以从一花一叶、一枝一翅中体察出生动
的物理、物情与物态，随形赋彩，画作的时代
感、生活化自然呈现出来，既亲切灵动，又雅
秀超逸。

季观之注重深入生活，常常带领学生
到大自然中去，写生东北的山川河流，描
绘建设中的农家新貌，具有浓郁的地域特
色和文化气息。当时，以西画为造型基础
的美院学生面对大自然时总是无法回避
光影和色彩，难免摹拟与追求在固定外光
下的逼真，而训练有素的中国画家却能够
透过纷杂的万象把握事物本身发展变化

的规律，不满足于摹拟自然景物的外表而
力图体现其内蕴，将饰与质、形与神统一
起来。季观之数十年坚持写生，登井冈
山、访韶山，攀大兴安岭，爬长白山……跋
山涉水，风餐露宿。从林海雪原到沿海渔
村，从偏远山寨到农田水利建设工地，无
不留下他辛勤的足迹。他对山水画如何
反映现实生活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开拓，
融河山新貌、时代气息与传统精神于一
体，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郭西河在数十年的教学与创作中，为
百花写照、为鸟虫传情，全神贯注，勤奋不
倦。他不断从生活中捕捉形象，探索花鸟
画的创新，精于翎毛、花卉、蔬果草虫等
创作，风格独具。他的画路之广，为同时
代画家所罕见。

深入生活 体现艺术为时代为人民

从深厚传统中走来的“鲁美四老”，恰
恰又是在传统中出新的代表。无论是晏
少翔的工笔人物、钟质夫的没骨花鸟、季
观之的北派山水、郭西河的小写意花鸟，
他们的创作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大众的审
美认同，是内心最真挚、朴实、自然的情感
表达。

晏少翔曾应中国历史博物馆、辽宁省
博物馆之邀临摹《捣练图》《虢国夫人游
春图》《神骏图》等唐宋珍品。他的传神
笔墨既让经典传承，赋予情感意蕴，又使
经典有温度、活起来。晏少翔 1957 年的

作品《红楼梦》因表现古典又充满生命
感，曾先后再版 6 次。1960 年其创作的

《施耐庵著水浒》入选全国美展。晏少翔
曾说，他是在“著”字上做文章，不愿意画
那种古典的肖像画，端端正正地坐在椅
子上，太呆板了。他从中国传统中推敲
出新东西。

钟质夫的代表作品《荷塘烟雨》《十二
月令，四扇屏》《桃花四喜图》《雪树寒鸦》

《荷花鸳鸯》等生活气息浓郁，情感饱满，
体现出对美的追求。他的绘画用笔沉稳
多变，富有弹力；墨色浓郁雅丽，意味淳

厚；布局清新俊逸、章法有致；花鸟形肖神
现，栩栩如生。

美术评论家朱丹评述季观之代表作
《高山流水》《峡谷飞瀑》《千山云霞关》《苍
松岁寒图》《桓仁路上写生》等，蕴含北宋
的骨力与绵密，南宋的挺拔与苍劲以及元
人的苍茫与浑厚，又得北国山川雄浑、磅
礴的风姿。季观之在传统的基础上经过
几十年的观察、研究、描绘、积累，掌握了
江、河、湖、海、溪、涧、泉、瀑各种水态的运
动规律及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并将宽阔的
胸怀寄寓于画面，笔墨语言自成一格。

郭西河的学生、画家栾禄璋记得几
十年前，他与郭西河老师一起去杭州“花
港观鱼”写生金鱼，回到住地，郭老师边
示范边说：“金鱼也是个小生灵，你看它
是怎么游动的，会想到什么，要画出神
采。齐白石老先生有句名言：画画要在

‘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
世。你应在生活中观察，融进自我。”郭
西河的代表作品《白梅》《荷塘情趣》《牡
丹》等神采灵动，匠心独运，正是与众不
同的创新风采。

“鲁美四老”的笔墨语言是对中国画
传统的继承与时代拓展，他们的创作，不
仅遵古法、循规律，而且将自然与人文元
素有机融合，是富有强大生命力、鲜活打
动心灵的万象再现。这份丰富、博大映照
着一个时代的艺术精神，驱动着一代代中
国画创作者传承探索，不息前行。

抒发真情实感 创新中国画笔墨语言

初到鲁迅美术学院执教的四位国画
家，面对的是待兴的国画事业，需要构建
学科架构，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调整、不
断完善、不断充实教材内容。“鲁美四老”
在画稿、模板、编撰文字方面亲力亲为，分
别著作多版本人物、花鸟、山水教材，并沿
用影响至今。具有传统知识分子风骨的

“四老”不仅将京津画派“精研古法、博采
新知”的艺术主张带到东北，而且还将个
人美学理念与画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
生，身体力行地以人格修养影响学生。

晏国辉记得父亲晏少翔生前对学生
非常用心，“他总是早早坐在教室里期待
更多学生来听课，因为那时的中国画还
处在有待重新认识的瓶颈期。他以艺德
吸引学生热爱中国画。”晏国辉说，父亲
在北京时与黄宾虹接触最多，黄宾虹对
宋元绘画的推崇和解释让父亲收获很
大。黄宾虹对“中国画六法”讲得比较深
刻，认为“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最重
要，他拿出家里珍藏的许多古画，对着真
迹讲解，指点学生宋画是怎么用笔、用色
的，使学生获益匪浅。这些艺术理念和
方法，晏少翔吸纳过来再传授给学生，效
果显著。晏少翔始终认为，治学的人要

把理论变成实践，只有自己理解践行了，
给学生讲时才真实。有时画作的好坏只
差那么一点，这一点指的是气韵生动与
用笔的意境。晏少翔欣赏张大千的画
理，短短几句，悟理、悟性，如张大千教导
学生画荷花要用隶书笔意，抓准“回、收、
折、按”，话少意深、需要实践体会。晏少
翔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吸纳并应用了
绘画大家的理念，并切入事物本质灵活
施教，培养出大批美术人才。

鲁美教授张晖回忆起上世纪 80年代
钟质夫在鲁美国画系授课时的往事，被其
崇高师德深深折服……那时，钟质夫已逾
70岁，他总是第一个到教室，亲手把学生
的画案擦干净。学生作画时，他还帮着铺
纸。学生有什么地方画不好，钟质夫直接
给予演示，告诉学生色怎么染、笔怎么用、
胶怎么调，如何打底色，讲得非常细致。
有一次，学生们误以为钟老师的课已经结
束，都在寝室里睡大觉，钟老师到教室一
看没有学生来，一个人默默把画布、画纸
挨个放到学生画板上，摆放得整整齐齐，
然后通过寝室服务员找到学生的房间轻
轻敲门。学生们一听是钟老师来了都以
为要挨训了，可钟老师对这帮“逃课”的学

生一点都没发脾气，只是说：“去上课吧。”
于是大家赶紧往教室跑，到那一看，准备
工作都做好了，那份震惊与感动真是一生
难忘。

1956年，季观之应邀到鲁迅美术学院
任教，他摒弃明清拟古山水公式化、概念
化的积弊，进行了开拓性的教学和创作，
由师古人转向师造化。季观之的学生说：

“老师年轻时受过严格的西画造型训练，
传统功底又非常厚实，但令我们震惊的是
他的写生作品既非中西结合的素描，又不
是照搬古人的传统画法，而是以自己手中
的笔墨妙造自然。”

“梅花香自苦寒来”是郭西河一生从艺
育人的准则。他倡导写生、写意、师古三者
合一的创作原则。几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
大批绘画栋梁，深受学生爱戴。

鲁美原院长宋惠民说：“晏少翔、钟质
夫、季观之、郭西河四位教授在奠定花鸟
画教学基础上贡献卓著。同时，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美术人才，为中国传统绘画的艺
术传承作出了巨大努力。他们谆谆教诲
及严肃认真的教学精神堪称楷模，所撰
写、绘制的国画教材,今日已成为学院教
学极为宝贵的财富。”

创建学科体系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美术人才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及60年代初期，晏少翔、钟质夫、季观之、郭西河先后从北京到达沈
阳，并在鲁迅美术学院执教。他们全身心投入中国画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中，教学相长，取得了
卓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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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观之创作的《山高水长》。 晏少翔创作的《施耐庵著水浒》。 郭西河创作的《国庆志贺》。

钟质夫创作的《锦上添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