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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文化·

《晓风初过》创作谈
□ 于海澍 秦 普

摘 要：在国画作品《晓风初过》中，创作者以山中长虎和幼虎为创作题材和形象，生动描绘了一幅山林中长虎亲切

呵护幼虎的图景，借此向观者表达生活中的逸趣与亲情。文章以画面创作的题材选择、灵感来源，以及作品的创作过

程为脉络，阐述创作者在作品中的情感表达形式以及在国画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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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进步，社会愈发繁华，城市里充满高楼大

厦、灯红酒绿、无尽的欢声笑语。但是，随着人们通过不

断地加班和不停地兼职来获得更大收益的同时，却没

有自己的时间来思考已经获得的知识，来感受已拥有

的生活，来体会已存在的亲情了。在忙忙碌碌中，人们

常常忘记了自身、忘记了家人、忘记了自然。作品《晓风

初过》创作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画面中的山间情趣与猛

兽柔情来唤醒人们心中的那一份天真，使观者理解生活

并非繁忙无止尽的劳作和对欲望不停的索求，而是在

忙碌中抽出时间来体会自然和理解家庭的温暖。

国画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的存在记录了中华民

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画的写意是中

华民族独有的艺术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它不同于西

方的抽象派，写意更重在意，意在笔先，先立意后落笔，

大胆落墨小心收拾。

“笔补造化天无功”在画面中创造了另一个天地，

要如何画，大抵画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不应求太像，也

不应故意求不像。求太像，不如相机，求不像又何必去

画，所以要在现实和超现实中有所取舍，在像与不像间

找到超物的天趣，让识者能轻易认出。美在形态更要美

在神韵。

此幅画立意亲情、意趣。但

画面的安排和布局并不全是提

前安排好的而是在画面创作过

程中不断调整得到的，而调整

的思想是追求矛盾的统一。其

中的起伏转折、松紧疏密、开

合、浓淡，虎的安排和山石、松

枝的呼应是在创作过程中进行

不断调整的。从而产生了小稿、

初稿、草稿。熟悉笔墨，力求笔

墨的娴熟和活脱，笔墨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画的成败（见图 1）。

在写意中选择动物作为创

作主体，是因为动物与植物、花

卉、山川相比，其本身就有自身的情感。当然并非否定

植物、山川在人们心中灵动鲜活的形象。只是个人对动

物的性格特征更加敏感。创作作品本就是作者对某种

物质的理解和情感。先立意后落笔也是写意画的特点

之一。

社会本该百花齐放，多元争艳。每个动物都有它逸

趣和天真，了解自然的美，从看万物生长的周而复始中

体悟坚持和勇气，从小虎中理解天真、童趣，再从大虎

中看到自在独行和自身的责任。笔者内心深处喜爱虎，

同时也心怀敬畏，知那是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老虎作

为山林之主，本身就极具有威严，在笔者看来虎这种生

物不单有百兽之王的威严更有着一份对幼虎的柔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老师的教导，笔者开始意识到强大

与温柔并不是相反相对，而是相辅相成的，当今忙碌的

社会生活让太多人忘记了自然，忘记了对家人的关爱，

于是我想到了老虎，老虎作为山林的主人尚能有自己

的逸趣，对子女的关爱。创作者希望通过作品体现老虎

在山林中逸趣而不失威严的生活还有关心幼虎的画

面，带给观者片刻的宁静，使其在画前驻足时体会到人

生的意义并非只有忙碌。

老虎作为山林中的君王，在忙碌的闲时也有自己

的逸趣和对子女独特的呵护，用老虎这个主题进行创

作，来唤醒人们对亲情的渴望，让人们明白生活不是只

有忙碌的工作和对欲望的追求，要学会在满足现在已

有事物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的家人。

笔者用写意的方式创作了一幅老虎在山间生活神

态的画面，描绘了一幅长虎在山林间的生活逸趣和对

幼虎的关爱，主要表达了铁骨柔情。用云龙纸，尺幅为

六尺整张。

笔墨创作需要大量收集素材，了解生物的形体结

构、特征。观看、写生，观察生活习性。所谓“‘形’之不

在，‘神’将焉附”，画动物，需要了解动物的解剖，观察

其筋肉皮毛。如不懂解剖画面就会漏洞百出。懂得解剖

后就要去写生，如不去观察真实物象只靠师传或者临

摹会使画面丢失自己的东西，很难从他人的影子中走图 1 《晓风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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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己的风格。唐开元时韩干画马，唐玄宗亲自安排他

拜画马圣手陈闳为师，但韩干认为一味地临摹前人的

画作并不能超越前人，于是不接诏旨，奏道：天闲万马

皆臣师也。这说明了他想要实地写生观察。

铅笔起稿初期是利用虎的神态和虎身的走势来完

成初步的排布和以基础的 s形走势的，通过老虎的走势

和布局来安排山石的走势走向来完成位置的初步排

布，初步意愿山石与老虎的 s形构图适当穿插使画面层

次丰富。位置排布后根据之前的构图安排树木穿插和

整体的疏密、多少、黑白、繁简。通过小稿、初稿、草稿、

一稿、二稿、三稿进行反复尝试。小稿、初稿等并非是画

一张、一遍。需要大量的积累，练习寻找更合理的构图，

更娴熟的笔墨、节奏，支撑最后的创作。

小稿从搜集的大量素材中选出适合入画的众多老

虎，其姿势各有千秋，为安排画中老虎的走势，又从中

挑选出类似的虎的形态，大量练习，确保其结构形体的

准确。在创造小稿的过程中发现了诸多问题，如画完五

虎后发现有的老虎和其他老虎不在一个水平线这种低

级的问题，不同的姿势有不同的形体，为了画面的整体

效果，不断变化结构，不断改正，起初的想法是用撕毛

和双钩的技法来表达老虎和树木，纸张用做旧熟宣，但

是实践下来发现整体耗时过长，同时过于工整繁密并

不能带给人轻松的感受，画面效果无法表达出创作者

试图带给观者的情感体验，随后改用水墨的方式，用墨

来画老虎的骨，用赭石来写皮，用非白来画虎的毛发。

但又发现画面的节奏疏密问题，一只老虎的节奏，如繁

简的变化，黑白的穿插即虚实之间的变化。虚与实是国

画的基础，一切技法也有虚实的联系，中国古代有分黑

白分阴阳之说。所以要处理好虚实变化，可用“计白当

黑”的方法来丰富老虎的画面。每个老虎与虎群之间

的联系，是不易处理的。技法并不能完成这类问题，需

进行大量的练习来丰富创作经验。为五虎画背景时要

考虑老虎的节奏，还有背景本身的节奏，两个节奏之间

需要穿插联系。在练习中也需要大量观察其细节，质感，

神态。

“纸生墨漏，亦画家之一厄也。”石涛先生这样的天

才还有这样的感叹，可见纸墨对画面的影响之大。写意

用生纸因其发墨，工笔用熟纸因其不渗。从以往的实验

中发现小写意更适合表达笔者的创作思想，采用小写

意画虎时发现应该试用更多的纸，光滑的纸面画出的

效果缺少虎的质感，却容易控制晕染的轮廓，在多次试

纸后，最后选定了云龙纸，采用湿画法，纸面粗糙，晕染

自然，适合创作构想。在草稿中虎的构图有较大的改

动，从松散的 s形构图改为紧凑的状态，从后面两只奔

跑过来的老虎改为悠然远望的虎，动静之间节奏更舒

适，更能凸显出画面中心，为亲情的表达做了衬托。草

稿把老虎身后的林间山水改成了山顶远眺，背景更加

开阔了，使画面氛围更轻松、惬意了。至此，构图确立。

近代黄宾虹和潘天寿两位老先生善用黑白之理，阴阳

的变化生无穷，远山和进山之间用雾的形式来表达，将

环境氛围烘托出清风拂山岗，漫步林间、温暖惬意的感

觉，以此表达亲情的温暖安心。整理素材、反复实践后

确立了一稿。

笔墨练习到可以支撑创作，古人曾说：“得笔法易，

得墨法难，得墨法易，得水法难。”得笔法还可以用方式

作为一定的准则，比如平、直、圆、拙、秀、重、润，用笔以

中锋为主，侧锋辅助。中锋建势，用拖、拉、提、拽来增加

意趣。中锋用笔要质直，侧锋用笔要姿媚。勾勒虎骨用

中锋，点戳同样用中锋。而山石的皴擦和渲染则是中侧

的需要。湿笔要做到重而秀，渴笔要做到苍而润。得墨

法则是要用笔蘸墨在纸上的时体会，因纸张的胶矾不

同，纸质的松紧不同所以要体悟不同的墨色变化。至于

用水则要有透明但又不可轻薄，所以用水是最难的，在

创作中体悟笔墨用水之间的变化是创作的必经之路。

为传递亲情、意趣、轻松的情感。用笔应活脱。章

法、气韵应有互相顾盼的关系。起承转合之间相通，在

落第一笔时就应想到第二笔的和第一笔之间的关系，

这样千笔万笔下来总有一个总体的关系，这样传递的

画面才有可能生动，才有可能传递某种精神或感情。选

择了粗、壮、放的线条，创作笔墨在方圆、提按、穿插中

找到了自由欢愉的气息。其中的势总体是向上的，同时

其他穿插的松枝是向下的，能起到合的作用，和老虎、

山石之间产生了呼应。其中的苔点既是内容也是形式，

它是作者对艺术的需要也是画面节奏的需要，使画面

节奏轻松更能烘托情感。

《晓风初过》这幅作品的思想情感表达了创作者对

生活的追求，和对艺术的理解，创作者相信生活中不是

只有无止境的欲望和繁忙的，也存在着诸多美好的事

物，譬如真正的爱情，真正的友情；无论人生之途上我

们走了多远，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怎样的看法，创作者都

相信这些美好事物的存在，一约即定，万山无阻。创作

者希冀用自己笔下的艺术将这些美好的事物描绘出

来，希望用艺术来传递温暖。虎这个艺术形象是创作者

对亲情和逸趣的艺术化和意向化表达。创作者同时也

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可以把亲情与逸趣完美融合到一

起，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语言。

（作者单位：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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