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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杨象宪同学于20世纪50年代末考入我院国画系花鸟专业，因学业优秀，毕业后留校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几经转折后调至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美术系任教。
从此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只能通过信札来往和他寄来的画册评语，才知道他长期以来从不把
精力放在赚钱和炒作上，而是静下心来埋头作画，认真教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当前美术界刮起了一阵阵追名逐利、唯利是图的歪风，甚至有些艺术界领导也一头钻入钱眼之中拔不
出来。
杨象宪能不随波逐流，坚持走自己应该走的路是难能可贵的。
记得潘天寿先生曾说过：“画格是人格的投影”，“美情和利欲相背，去利欲愈远，离美情愈近；名
利权欲愈炽，则离美情愈远矣”。
我为我们学校能培养出杨象宪那样淡泊名利、专心治学的人才感到高兴和自豪！
    我迄今还未见到过他去山东后绘制的原作，但他寄给我的印刷品倒看的不少。
我喜欢他的作品，可能是由于我们审美观比较一致吧！
我感到在他的创作中蕴含着下列一些特点：    简。
精简是我国传统文艺中一个重要的审美准则，如“以少总多”(刘勰《文心雕龙》)，“不着一字，尽
得风流”(司空图《诗品》)。
在古代画论中，也常常提到“惜墨如金”“笔愈少而情愈真”“形迹愈简而意蕴愈深”等论述。
我感到象宪同学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差的，听说他重视写生，常常去野外发现和感受大自然的美，以培
养创作灵感。
同时由于他深知，我国传统艺术虽提出“外师造化”，但还必须“中得心源”，也就是不能毫发不差
地停留在对客观物象外形的模拟上，而必须迁入画家的感受、情思和想象，使之与自然物象内在精神
相结合；通过概括提炼，去腐存精，去繁求简，做到迁想妙得，而不至于空陈形似。
如他创作的《飞燕》(载《杨象宪画集》第25页)，抓住和强化燕子的本质和动态特征，削弱表象细节
，寥寥几笔，就感到生意盎然，引人入胜。
    厚。
浑厚华滋也是传统绘画重要的审美追求。
在杨象宪的作品中经常体现了这个特点，如《鳜鱼》(载《杨象宪书画集》第6页)、《石榴》(载《杨
象宪书画集》第18页)，只用干笔中锋画了几条轮廓线，不加渲染，就达到了浑朴厚重的效果，充分显
示了中国画笔墨造型的优越性和欣赏价值。
    静。
古人说宁静以致远，宁静不仅是修身立德之道，也是艺术达到净化人生的媒介。
陆俨少先生在我系执教时常说：“作画贵有静气，有静气方能致远”。
在充满了浮躁喧嚣的当代美术界多么需要宁静，唯有宁静，未来才有希望。
在象宪同学的一些作品中，如《荷叶蝌蚪》(载《杨象宪书画集》第30页)、《晚风暗递芰荷香》(《神
州画坛——杨象宪卷》第5页)、《麻雀》(《杨象宪画集》第19页)⋯⋯这一张张富有静气的小品，把
读者带人一个淡泊、宁静、质朴无华又无半点浮躁喧嚣和媚俗之气的境界。
    以书入画也是杨象宪绘画创作的特点之一。
据说他在我院求学时，看到一些老教授已近耄耋之年，仍天天临池不辍，深受启发。
后来去曲阜师范大学执教，学校要他上书法课，他下定决心练了七年书法，取得显著成果。
他体会到，书法入画不仅仅是弘扬书道，也是把书法用笔融入画法之中，使抽象的书法和具象的绘画
相结合，做到“以书入画遒劲生动，以画入书姿态无穷”，从而加强了画中的笔线力度和笔情墨趣。
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他古拙苍劲富有书卷气的作品之中。
他重视继承传统，坚持在传统基础上创新，反对泥古而不化，这在同代人中是比较突出的。
他敬仰国画系一些老教授的人品、画品，学习他们深厚的传统修养和创造精神，同时也致力于创建自
己的个人风格，正如近代中国画巨擘吴昌硕所说：“阿寿(指潘天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我最远，
大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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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宪同学正是朝着这个要求去做的，他的夫人林根梅女士来信曾提到象宪同学不久前曾说过的一句
话：“让我再活十年、二十年，一定能出好成绩！
”我完全相信：从他正确严谨的治学态度，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和目前已取得的成果来看，再上一层
楼是毫无问题的，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匆匆地走了。
在这里我怀着深切的悼念之情写了这篇文章，我相信象宪同学虽已离开我们，但他的人品、画品将永
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顾生岳(1927-2012)：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著名中国画家。
曾任浙江人物画研究会会长。
中国工笔画艺术委员会副主委、杭州市关协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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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翰墨遗香(杨象宪纪念集)》(作者杨郁)是杨象宪的纪念文集。

    《翰墨遗香(杨象宪纪念集)》收录了《写三秋桂子绘十里荷花》；《八面芳菲袭予衣》；《清雅古
淡隽逸旷达》；《德艺双馨书画皆精》；《以形写神情趣怡然》；《怀念老同学杨象宪》；《自幼曾
相识晚来始知君》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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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几年前，我在山东见过杨象宪的画，去年又在中国美术馆看到——那是大规模的山东省花鸟画展，参
展作品尺幅巨大，气势壮阔，唯杨象宪送了一张小画，与山东籍画家作品放在一起，不抢眼，但很耐
看。
不久前又观览了他的画册，深感他是一个不追时风的画家。
    “时风”如传染性流感，其症可用六个字形容：大、满、做、粗、躁、俗。
“大”未必不好，能画大画是本事，大的公共展场与环境都需要相应尺幅的大画。
但当“大”成时髦，以“大”刺激眼球，获取价格；不论什么题材、什么功能，都求大，把“大”做
滥做绝，就适得其反了。
“满”也如是，要满而好，不是满而堵心。
都求“满”“繁”，以“满”掩盖构图的无能，就让人厌烦了。
“做”可以补充“写”，效果好值得称道，但以“做功”代替笔墨功夫，必定自降品格，本末倒置。
“粗放”原是一种纵逸的风格，但一味粗野，放纵无度，粗陋而油滑，还美其名日“现代”，就让人
大跌眼镜了。
“躁”首先是心态，心态一躁，笔墨必躁。
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当代，做到淡泊名利、心闲气定也难。
“俗”在这里指迎合低俗趣味，只求“卖相”，不管品质，亲近粗俗、艳俗、恶俗，满纸江湖气、市
井气而不自知⋯⋯    杨象宪和这些时风保持着距离。
他的画以小、简、写为常见，以精、静、雅为基本追求。
“小、简、写”，一是说除了特殊需要，他的画总是尺寸适度——适合于常备工具，适合于案头作业
，适合于一般厅室悬挂，适合于发挥自己长处等。
二是说他画简体写意花鸟——这是各类花鸟画中最具挑战性和难度的体制，历来的花鸟写意画大家，
如青藤、白阳、八大、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都是在简体上获得最高成就的。
三是说他坚持以书入画，靠书写而非描摹制作。
书写也要以描绘能力(造型能力)为根基，受过学院式教育的花鸟画家都有相当的描绘能力，但具有较
高书写能力的却不多。
“书写”靠的是书法功夫和书写修养，特别是对笔墨的体认与把握能力。
在这一点上，杨象宪在同代人中是颇为突出的。
他的书法，以碑人帖，苍劲生拙，近可见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之影响，远可窥晚明书风的踪迹。
他的画以笔法为主，笔笔是书写，道劲但不刚猛。
“精、静、雅”，一是说他追求构图、笔墨和意态的精致性；二是说他的画有静气和书卷气，从不剑
拔弩张，躁动不安；三是风格单纯、雅致而素朴，从不追逐繁盛、浓艳、豪华。
大致说，在重视书法、笔墨、文人情趣各方面，杨象宪得益于潘天寿、吴弗之、陆抑非、诸乐三诸师
长，但他并不依傍——他们的画，没有潘天寿的沉雄，没有陆抑非的茂密，也没有诸乐三的奔放，而
是以自己的气质性情融会传统，摄取造化，默默探索，自然形成如此这般的艺术个性。
    如果说不足，我以为杨象宪的画有些单薄——不是笔墨而是意味单薄些。
譬如，“平”中少了点“奇”，“疏”中少了点“密”，“遒劲”中少了点“妩媚”等。
在中国艺术中，“淡”是一种重要的风格，“淡”也有各种类型，然都须淡而有味，才是高境界的“
淡”。
欧阳修说，“飞走迟速，意近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
”能传达“趣远之心”的“淡”，是淡中有浓，最为难得。
苏轼以禅论诗，求空、静、淡，说“静故纳群动，空故纳万境”，“纳群动”的“静”、“纳万境”
的“空”才是有味的。
苏氏论书名句“刚劲含婀娜”，也包含着这层意思。
平中有奇，疏中有密、刚健中含妩媚、有限中含无限，就是有厚度、悠远隽永的意味。
    花鸟画的题材选择与形式探求，始终是重要的问题，但在当下，对自然生意、情志寄托和趣味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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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薄弱，似乎更值得关注。
半个世纪以来的花鸟画革新，在题材上有过许多扩展，如20世纪50—70年代画农作物，80—90年代画
亚热带雨林等；在形式方面也有许多探索，如写实性追求、装饰性追求、构成性追求、制作性追求、
抽象性追求，以及洗、冲、喷、拓种种新技法的试验等等。
但所有这些扩展与探求，都没有获得很大的突破，没有出现新的花鸟画大家。
花鸟题材对其形式有相当的限定，不像人物和山水风景题材那样有扩展余地，只在题材和形式上求新
，忽视了对生意、寄情、格调的追求，有本末倒置的危险。
活泼泼的自然生命和人不即不离、亲和而又紧张的关系，诸如自然的人化、人化的自然、人与自然的
异化、人对自然的征服、自然对人的惩罚等等，为花鸟画提供了永不凋谢的主题和意义。
从根本上说，人属于自然，自然不属于人，以敬畏自然、亲和自然为精神指向的传统花鸟画，远没有
失去它的价值。
当代花鸟画精神追求的薄弱，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淡化趋势有关，也是人文缺失、物欲膨胀的现代化诉
求的衍生物，只有改变视花鸟画为谋生、赢利工具的现状，它才能有真正的突破与发展！
    就花鸟画自身而言，精神、格调的追求，与题材、笔墨形式的追求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精神、格调必须落实到题材、结构和笔墨上，否则“精神”就是一句空话：题材、结构、笔墨必须是
精神、格调的骨肉血脉，否则“境界”“结构”“笔墨”就没有了灵魂。
历来获得大成功的艺术家，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修炼，将两者融为一体的。
而对于成熟的艺术家，这种修炼的关键，是将自己的人生经验与艺术经验凝聚为爆发性的能量，造成
飞跃和升华。
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朱屺瞻等，都是这样获得成功的。
杨象宪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成熟画家，他面临的正是如何凝聚、升华的问题和情境。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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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杨象宪先生于去年春天辞世。
当时，其生前师友及家乡父老均难以置信。
噩耗被证实后，同道扼腕长叹，亲朋悲泣唏嘘，痛芳林陨蕊，哀缑乡落英。
然而，逝者已矣，不能复生；生者哀悼，何以寄怀？
亲友痛定深思，当为先生出版纪念集，传播先生之艺术，彰扬先生之人品，以慰圣灵。
于是商定，出版《杨象宪纪念集》，由其兄杨象富先生为执事。
之后，四方来稿叠至，或评其艺术之高雅，清韵芳馨，推崇备至；或忆其生前与人相处之情谊，篇篇
血泪，感人至深。
尤其令人感佩者，浙江省政协原主席王家扬，以九五高龄，挥泪题写“弘扬杨象宪教授从教从画人品
高尚的精神”的评语，诚为难得。
王老一言如炬，尽扫世俗阴霾。
此情此景，象宪先生倘若九泉有知，亦当备感欣慰！
    纪念集从集稿到编纂送审，历经期年。
有赖诸同仁鼎力相助，得以按时完成。
其间，年逾八十七岁的叶柱和八十二岁的胡维祺两位老先生尤为着力，曾逐字逐句审阅文稿，颇费心
思；宁海县文物办主任张常明先生，为出版事宜多方联系，不辞辛劳，令人感动；人民出版社(东方出
版社)的编辑部主任侯俊智先生为此书的出版精心编辑。
此外，尚有诸多同仁为编集倾力，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均在此一并叩首致谢！
    来稿因受出版字数限制，未能全部收入，敬请作者见谅。
    编者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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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象宪为曲阜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当代著名画家。
1991年出版《杨象宪画集》。
1992年被美国斯哥德摩学院聘为客座教授，讲授中国花鸟画和书法。
擅写意花鸟。
所作构图严谨。
笔墨简练。
清心秀雅。
其书风自由、生动、活泼，节奏优美，与画面相得益彰，颇有韵致。
十分注重对传统的学习，为前人在国画尤其是花鸟画上的成就极高。
    这本《翰墨遗香(杨象宪纪念集)》(作者杨郁)是其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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