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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独领风骚一大家在当代中国山水画园地中，“新金陵画派”的杰出传人卢星堂是一位由中国传统山水
画向现代文化背景下的山水画过渡中的一位重要画家。
他以发展了的传统笔墨，以表现云、林、雪、瀑的江南山水为主体，独树一帜地传达自然之美，沁人
肺腑地抒写心中的激情，营构出一幅幅清丽、秀润、空灵、丰厚的经典之作，创造了山水画继“新金
陵画派”的山水画大师之后的再度辉煌。
无论是他为中南海怀仁堂绘制的《锦绣江南》，还是为天安门城楼创作的《华岳参天》，无论是他为
毛主席纪念堂所作的《六盘山高峰》，还是为南京人民大会堂所绘的《轻舟已过万重山》，以及那些
为山西人大门厅、江苏人大贵宾接见厅、中国美术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武汉长江美术馆等举不
胜举的部门机构所绘制的精品佳构，都在证明着卢星堂承载着“新金陵画派”的厚土，带着当代艺术
家的文化使命，沿着老一辈艺术家的轨迹，在得江山之助中，强化了笔墨对景观形象和意境的塑造，
突破了写实性描绘的旧程式，运用自己创造的语言符号，对现实感受进行了富有激情的发挥，开拓了
表达感受真实性的又一境界，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
卢星堂幼承家学，不仅得同乡先贤黄公望、王石谷、吴历的流风遗韵，又经由山水画一代大师傅抱石
等五老的亲临教诲，学艺三年，目识心记，深得江苏老一辈艺术家的真传。
傅抱石豪放洒脱、如飞如动的破笔散锋的笔法创造使他崇拜，钱松曲深厚沉着、色墨并重、意境深邃
的画风使他惊叹，亚明空灵纵逸、趣尽天然、巧妙处理生活素材的创作方法使他顿悟，宋文治笔下清
秀润泽、诗意江南的美景使他迷恋，而魏紫熙表现中原厚土、太行雄风的力度之美，则是他挥之不去
的独特风骨。
他自觉地吮吸着先辈大师的传统乳汁，自觉不自觉地集诸家之长融会贯通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
日渐雄厚的生活积累，加上他对艺术规律创造性的运用，促使他在攀登当代山水画艺术的高峰中有了
重大的突破。
或许是五代的董源、巨然开创的以平淡秀润为特色的江南山水画派对他的影响太深，或许是家乡的太
湖美景、江南春色使他魂牵梦萦，卢星堂不顾偏重北方山水的时风所向，独钟于南方丘陵山冈、林麓
映带、渊渚迂回、江湖平远、烟雾迷蒙，一派幽野秀色的描绘。
他把生命交给了江南，他把感情注入了笔墨，化成作品的灵魂，换来了温润烟云、婉约瀑水、华滋草
木、秀润丘岗，粲然秋林、雪漫青山的诗化江南。
画家以独具的慧眼撷取南方自然山水的一角，作理智的创造、知性的提升、诗意的表述，去完成传统
山水的现代转换。
为了这一转换，卢星堂凝聚了半个世纪宵衣旰食的心血，撒下了五十年耕耘播雨的汗水与泪水。
正是由于生他养他的那片江南水土的独特内涵和慷慨赐予，引发了他戛戛独造的愿望和独领风骚的志
向，也正是这样的选择，使他的作品与前辈拉开了距离，与今人大相径庭，而以柔美秀润、清雅含蓄
的南方地域的审美文化特征卓然而立于中国画坛，跻身于当代有影响力的山水画大家之列。
源于传统文化的陶冶与“新金陵画派”的熏染，卢星堂在深厚的文化传统基础上，一直在寻绎着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内蕴精神、诗意境界。
他将一个画家可能有的才情、天赋、精力都投入到山水画的创作中，几十年如一日，奋进不息。
无论命运安排了怎样的起落，情感里接纳了怎样的荣辱，他唯一放不下的只有他心中的笔墨江南。
他多次走进家乡的湖光山色、竹海秋林，他也多次在祖国南北的真山真水中探寻，从小品到巨作，从
写生到创作，一步一步跨越，他为自己的所爱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
面对自然景观，他已不止于感性、情愫本身，而重在以学养入画。
笔墨推崇以书法入画法，劲健爽利、丰富多变、清新优美，画中点、线、墨、色都以情调、韵致见长
，以传神为主，不放弃对形的描述，也不排斥对西法的汲取，创造了许多自己的笔法、墨法、皴法、
点法、色法，水有自家之流、树有自家之貌、山有自家之形、雪有自家之境。
看得出，他在努力使历史久远的山水画朝个性化和现代人审美趣味演化的趋势。
在此境界中，画家以笔代造化之功，以心体天地之气，凝聚着中国文化静谧、悠远的气息，反映出一
种典型的“中和”之美的儒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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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卢星堂的作品温润平和、澄澈清秀，全无剑拔弩张之气、咄咄逼人之势；高山、流水、丛林、
飞瀑、雨雪等意象与画家心态、想象和智慧联系在一起，并被他以走出传统规范的语言秩序和笔墨方
式，抒发出心灵世界温和事人、以诚为本的生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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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卢星堂，当代著名的山水画家，一位杰出的新金陵派传人。
现为江苏省国画院一级画师。
1959年进江苏省国画院深造，得到傅抱石、钱松岩、亚明等老一辈山水大师真传。
从艺四十年来，前后在海内外办过十余次个人画展，数次参加海内外联展。
《诗化江南：卢星堂艺术人生》为其生平事迹的叙写以及对其艺术作品的评论。
书后提供了其山水画47幅，以供欣赏。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诗化江南>>

书籍目录

独领风骚一大家翰墨春秋诗化江南——“新金陵画派”杰出传人卢星堂艺术人生读星堂的画亚明笔墨
河山写诗情——品味卢星堂的山水画情在三晋山水间“风格即人”并非无“客”——随感于卢星堂艺
术个性的形成从大师足迹中走出新天地情到深处诗意浓涌动的生命张力近生活专艺术出精品——在“
河山诗情——卢星堂山水画小品展”开幕式上的讲话章剑华寻找美丽的家园——卢星堂的艺术之旅至
诚索真美——记山水画家卢星堂辉耀艺术之巅的启明星——中国山水画大家卢星堂对当前中国书画现
状的感言波罗的海绽开“中国花”——卢星堂中国山水画轰动波兰家乡情笔墨意——记常熟籍著名山
水画家卢星堂沿着新金陵画派的路径行走——卢星堂山水画艺术研讨会辑录卢星堂小品集前言创作体
会点滴我喜欢虚谷的画在祝福香港大型书画名家作品展览会上的讲话难望的岁月——悼念亚明老师逝
世一周年永远的回忆——看傅抱石先生的一次作画和与傅师母的一次访谈和风堂纪事(之1)和风堂纪
事(之二)艺术年表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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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38年10月12日黄昏，卢星堂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农村教师的家庭里。
父亲卢仲才虽是农民的儿子，家居乡村，但读过几年私塾，还在常熟城里缪家学过三年中国山水画，
也算是个能写善画的人。
父亲成家后，便从老家大卢巷搬迁到岳家曹塘梢，盖了几问瓦房，种了十来亩地，办了个私塾学校，
在周围乡里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教书先生，很受当地村民的尊重。
母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特别勤劳、贤淑、能干，除了操持家务之外，终日都在织布机上忙
碌。
他还有一个大他5岁的姐姐叫卢锡芳，学的是中医外科，后又就读于苏州医专，成为一名医生。
卢星堂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在他的印象中最深的是那“村村风景似图中”的枕河人家，是那秀丽湖山、堤上秋林、曲折小桥、绿
杨鸟语的鱼米之乡好景色，还有终日陪伴他的是那堂屋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
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他的父亲。
父亲天资高，年力富，读过“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国学底子颇丰，还擅长书法。
除了在自己家里做好私垫先生之外，父亲的志趣几乎都倾注在艺术上。
他早年师从江阴的赵宗维习画，从清代被尊为山水“正宗”的“四王”人手，在传统笔墨技法上下过
工夫，后又受“虞山派”主要画家吴历、杨晋、李世倬影响，所画秀劲工整、循理守法，渐成气候。
日后成为常熟国画组的专业画家，被世人誉为“虞山派最后传人”，在当地享有盛名。
由于父亲的影响，卢星堂自五六岁起就开始读书习字。
石板印的黄自元楷书和颜真卿字帖的临写，就是他每天的日课；《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唐诗
三百首》，就是他启蒙的读本。
从父亲的口中他听到许多发生在故乡的名人轶事，在他幼小心灵里深深记住的就是常熟城里历史上曾
出现过黄公望、王石谷、吴历等画山水的大画家。
他常常看到父亲在教书之余伏案作画的情景，他惊奇于父亲竟然能三笔二笔一棵树、横涂竖抹一座山
跃然纸上的本领，尤其是父亲把画好的山水悬挂在墙上，眯起双眼，一边品茶一边欣赏的自得其乐的
神情，更令他感同身受。
在卢星堂的记忆中，与绘画结下的不解之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他还记得儿时的他在父亲书橱中，翻找到父亲学画时存留的临摹“四王”的课稿，翻阅自己感兴趣的
东西，只麟半爪地描山绘水的情景。
当然更多的还是照葫芦画瓢似地学父亲画的扇面画，经常得到父亲的夸奖。
放寒暑假时，他还主动地帮姐姐用毛笔抄写借来的医书，练就了一手娟秀的小楷。
1949年家乡解放了，12岁的卢星堂所学的书画派上了用场，他积极参加村上的扫盲运动，写大标语，
画宣传画，仿佛是大家心目中的小天才，他感到无比的惬意。
少年的生活像青青的舂草，沐浴在阳光里，在他心里种下了理想，他渴望艺术能伴随他成长。
因为他已敏感到艺术能给予他荣光。
他的初中是在南丰中学读书的，因品行端正、成绩优秀、团结同学、尊敬师长，且能写会画，被推选
为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
校长徐家农和大队辅导员刘达民老师对他十分器重，学校的宣传工作，诸如出黑板报、表彰好人好事
、布置校园等写写画画的事情，都交给他完成。
卢星堂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学生干部，凡是交给他的任务，他都起早贪黑地去尽力完成，甚至放寒暑假
，也不回家，就住在学校里直到把工作做好、做满意为止。
有一次，为了宣传知识青年徐建春事迹，他自编自绘，以放大的连环画形式布置成宣传栏，起到了良
好的宣传效果，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多次，成绩鼓舞了卢星堂的绘画热情，同时也加深了他对艺术的认识、热爱和追
求。
初中毕业时，他以优秀生的评语和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重点中学——江苏常熟中学高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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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积极求上进的学生，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根据卢星堂自述，我们大体可以知道他在这段时期里发生的三件重要事情：一是在开展勤工俭学时，
他组织了班上美术爱好者开展了画团扇活动。
这是他萌发艺术创作的第一个充满欲望的时期，也是他首次独立作画的尝试。
父亲教导他作画“当如作书法，笔笔宜分明”（王石谷语），“虞山派”画家以书法入画法的种子，
在他习画之初便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父亲指导他作画“学不师古，如夜行无烛”（同上），“虞山
派”画家仿古之风已在他所画团扇之中初见端倪。
卢星堂懂得古往今来的画家几乎无一不是从临摹入手而登上艺术殿堂的道理，但他也从团扇的绘制中
，似乎对王石谷“用古人的笔法，写目前的丘壑”的理论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令他心折不已
，以至成为卢星堂一直前行的路标。
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他几乎没有像样地临摹过一幅古画，对于传统的研习，他是通过“读画”
来领悟的。
名为“读画”，实为“意临”，多读画，读好画，读懂画中笔墨、丘壑、意境，分清文野粗细、高低
好坏，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艺术修养和鉴赏力，并在反复实践中加深记忆和理解，蓄多种形象与古法
于胸中，不仅“师古人之迹”，更要“师古人之心”——当然，卢星堂的“读画”不会排斥对精彩局
部“心追手摹”的演练作辅助，以强化认知。
这无疑是临摹的高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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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诗化江南:卢星堂艺术人生》是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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