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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山水画坛，林
容生稳占一席之地。

纵观中国山水画发展史，
青绿山水是比水墨山水更古
老的一种绘画传统，具有很高
的艺术价值和审美观赏价值。

青绿山水画是林容生尤
为擅长的领域。在他所绘制
的青绿山水作品中，可以看到
重峦叠嶂、江河奔流，村落里
的人来人往，一派和谐的景
象。“面对他的山水，总是让人
满目明澈，一股清爽气息拂面
而来。”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如
此评价道。

1982年林容生从大学毕
业，不久后遇上中国第一次当
代艺术运动“八五新潮”。那段
时期，整个艺术界百花齐放，大
家都在渴望一种新的、不同的
艺术视角与不同的艺术思维，
还有不同的艺术表现。

年轻的林容生正处于思
想最活跃的阶段，他开始对一
些传统的表现形式进行改进
与探索。他下功夫精研中国
山水画史，对青绿山水深入思
考，一边传承中国古典青绿，
一边大胆借鉴西方现代主义，
突破传统的程式与色彩，把工
与写、墨与色、古意与新意玩
到极致，在现代青绿山水图谱
中，创造出不与人同、不与古
同的独特艺术风格。

画青绿，考验画家对自然
的审美，更考验画家的色彩运
用。1991年，他开始有意识地
把色彩作为作品的重要形式
因素之一，尝试在画面上渲染
光的幽微。“以国画颜料作画，
要厚重，又要明快干净，还要
高雅。”他常常选择一两种色
彩作为画面的主基调，用“单

纯”来烘托意境氛围。画中的
白墙矮屋，三两枯枝，苍茫中
又见灵动生气。

看过林容生的画，你会被
迎面而来的清新自然所震
撼。他将视点聚焦在对自然的
写真上，同时，也在创作中逐渐
建立明确的主题意识。“我想去
表现这种人与自然的关联，不
总是那种‘高山仰止式’的敬
畏，而是在作品中努力呈现出
亲切感。”这种亲切感在中国传
统绘画中并不多见。

从 1989 年开始，林容生
斩获各类全国性的美术比赛大
小奖项，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被编入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现代山
水画库》等大型画集，这是很多
艺术家难以获得的殊荣。但他
并没有过多在意这些身外之
物，在事业成功后，他依然有很
长一段时间留在故乡，去到他

喜欢的乡村田野中。
林容生喜欢外出写生，乡

村风景对于他来说有着无穷
的魅力。在描绘自然时，他将
汩汩暗涌的自然情结赋予笔
下的一景一物，从自然之境得
画境之妙，与天地精神相往
来，照见真实的自我。

“林容生没有生搬硬套地
复兴传统青绿山水，而是融入
了西方绘画的用色、写生透视
等效果，将传统与当代视觉较
好地糅合。”在同样有过在南方
生活经历的著名画家方土看
来，他的绘画语言清新浪漫，带
着南方山水的氤氲与温情，既
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

正如其所言，此时，林容
生的青绿山水不单是对现实
世界的简单再现，而是像传统
的文人画一样，加入了主观情
思，是在画青绿，更是在画自
我追求。

醉心青绿醉心青绿 情寄自然情寄自然

林容生的作品《家园》。
（纸本水墨设色，180x96cm，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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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应该追求高
雅，还是通俗？林容生在创
作中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
题：于通俗文艺中提炼出时
代精神，于高雅文化中体现
梦想追求。

在“守正创新——2023
年度中国国家画院学术作
品展”上，林容生有多幅作
品展出。在他的画作上，总
是题有一首现代小诗，诗歌
细腻真挚，有着宋词一般的
节奏美感，娓娓道出他的山
水襟怀。这样的小诗，让他
的作品变得亲近可爱，更容
易被大众看懂。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
既对传统文人画进行创新，
又在新时代中延续了“诗与
画”的伟大传统。这在当今

画坛是鲜见的，许多人评价，
林容生创造了传统文人画语
言的“白话”。

在画作上题字需要画家
具备扎实的书法功底。林容
生一手抓画笔，一手抓文笔，
两支笔在他手中驾驭自如。
而其书法风格亦是别具一
格，体现了浪漫不羁的情
性。这些，也得益于儿时的
成长经历。

林容生上初中二年级
时，就经人介绍到福州艺坛
耆宿谢义耕先生门下学习书
法篆刻。在制印领域，他也
下足了功夫，青年时，曾篆刻
过 1000 多方印章，在无形间
学会了更好地掌握空间布
局。这些爱好，都为其创作
孕育了更多可能性。

“绘画是一种创作活动，
其中‘创’是最重要的。在当
代，能够在作品中保留中国
画传统精神的形式延续，又
能够符合时代的特征，并且
体现一个画家创作的精神和
力量，我觉得这应该是构成
此时期山水画审美的重要基
础。”林容生说。

如今，林容生的写生对
象早已跳出故乡，他的创作
足迹遍布祖国和世界各地，
但其作品始终带有故园的
烙印，保持着自己对时代精
神的思考。“我希望青年人
在艺术创作时，多从生活出
发，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创
作 出 具 有 时 代 精 神 的 作
品。”对于后来者，林容生寄
予了这样的期望。

本期嘉宾
林容生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中国画

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福建省画院院长、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及
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国家画院博士后工作站导师。

8 2024年8月22日 星期四

■编辑:林瑞琪 美编:刘舒 传真:83762629 E-mail:fzrbfzrb@126.com
■更多资讯 详见

福州新闻网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83751111 手机上网m.fznews.com.cn

综合

林容生林容生：：故园故园山水梦中诗山水梦中诗
本报记者 林榕昇

林容生，一位从姓名到艺术作品
都带着“福州标签”的画家。

容生，含“榕生”之义。这位生于
榕城的画家在东南沿海这座清新隽秀
的文化名城滋养中，立下了创作志向。

林容生最常画的主题，亦是他生
活过的故乡。在他的笔下，福州的三
坊七巷、八闽的村舍山水，稚拙中见朴
素，平淡中有天趣。

于笔墨丹青中见画意，在描绘八闽
大地的自然风光时，他也在表达自己的

内心世界。他从自然之境得画境之妙，
数十年复兴传统青绿山水，结合自己的
艺术实践进行了现代转换，探索“青绿
山水”的现代化形式，其独创性的风格、
个人艺术语汇深受画界和藏家喜爱。

一路走来，林容生获得大小奖项
不计其数，作品的价值，以及其在画坛
的影响力年年攀升。但是对于这些，
林容生并没有过多在意，他始终坚持
着内心的追求，用心创作具有时代精
神的艺术作品。

提笔、蘸墨，恣意纵横；点染、
勾勒，青绿交叠……走进中国国家
画院林容生画室，在茶香与墨香中，
我们得以近距离观赏大师的画作。林
容生的画总是流淌着静谧，他笔下的山
水图景似能带人进入一个真实而又宁
静的世界。在他的作品中，古民居占有
相当重要的位置，望着画中熟悉的白墙
黑瓦，我们的思绪也随着目光，飘进了
林容生记忆中的三坊七巷。

林容生自小在三坊七巷长大，
那里留下了他儿时的梦和成长的记
忆。林容生外婆的祖父曾是清朝进
士、藏书家，家有藏书十万卷，家族
内有很多亲戚喜欢写字画画。小时
候，外婆常带他去走亲戚，陶冶情
操。学生时期，由于课业负担不是
很重，他接触到了黑板报宣传，慢慢
地对绘画产生了兴趣。1978年恢复
高考后，他被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
录取。

坊巷的草木瓦砖，也滋养着林
容生的才、气、习、养。林容生自小
生活在坊巷的古民居里，因为房子
有些年头，已微微倾斜。在他的记
忆里，家中南面的窗对着别人家的
后花园，透过这小小的窗口，便能欣
赏和感受生命在大自然之中一年四
季不同的韵致与情境。从东边的窗
子望出去，不同斜面的大屋顶一片
连着一片，错落间嵌着曲线流畅的

山墙有节奏地起伏，形成了线与面、
静与动的对比与和谐。

故乡，对于林容生来说，不仅是
生养之地，更是创作的艺术原乡。

“我的画中，经意或不经意流露出来
的情趣和感觉，不能肯定是不是由
于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但我
想总是有些关系的吧。”

从坊巷走出的林容生，内敛而
不张扬，平实而不做作。与其他钟
爱名山大川的画家不同，他刚开始
画山水画时，就更喜欢着墨于具有
生活气息的景观，而三坊七巷就成
了他写生的首选。画于 1999 年的
《逝去的风景》系列，画于 2000年的
《三坊七巷 2000》系列，都是他对三
坊七巷进行文化思考的结晶。

不仅是三坊七巷的民居，林容
生也把画笔伸到福建更多的地域景
观中——闽北的村舍小景、闽西的
土楼……这些景致逐渐演变成为一
个个视觉符号，成了他画作中的重要
部分。2009年，林容生离开福州前
往北京到中国国家画院任职，但他对
家乡的关注一直在，创作一直在。

“家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
那一抹白墙黑瓦。”说话间，林容生
端起手边的茶，轻抿一口。离开家
乡数年，他依然保持着喝茶的习惯，
悠然茶香中，是对家乡不变的思
念。

故园怡情故园怡情 墨染山水墨染山水

林容生的作品《三坊七巷》。（绢本重彩，40x40cm，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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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窗口便民暖心
残疾人事项高效办理

本报讯（记者 钱嘉宜 通讯员 林文捷）
“真是太方便了，现在只要跑一趟，就能轻
松办好残疾人证和生活补贴！”日前，陈先
生在福清市政务服务中心“残疾人服务一
件事”窗口办好手续后，对窗口的高效办事
效率赞不绝口。

此前，残疾人要在领取到残疾人证后，
才能申请办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或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等，需要多头跑、跑多趟。
现在只要到“残疾人服务一件事”窗口，就
可以同步办好残疾人办证、生活补贴或护
理补贴、养老保险补助等相关事项，真正实
现残疾人服务“一单告知、一表申请、一套
材料、一站办结”。

为推动“残疾人服务一件事”落地，福
清市政务服务中心通过加强残联、民政、人
社等部门业务协同服务，整合事项环节、优
化审批流程、简化申请材料，打通不同平台
数据屏障，实行“一表申报、一窗受理、一次
办成”的集成服务模式，有效压缩多个事项
单独办理所需的相关材料、时限和环节。

此外，该中心将“残疾人服务一件事”
窗口前移至镇（街）便民服务中心，并创新
推出远程视频帮代办服务，依托福州市一
体化政务服务管理平台，让镇（街）便民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在审批人员在线辅助指导
下，完成申请材料审核、上传、邮递等一系
列流程，审批部门在接收到电子档材料后
就可以开展审批工作。

福清市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加大“残疾人服务一件事”宣
传推广力度，提高残疾人及其家属的知晓
度，提升改革应用成效，并不断优化“残疾
人服务一件事”流程。

今日处暑

医生提醒养生防秋燥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朱玉）

今日迎来处暑节气，这是气温由炎热向寒冷
过渡的节气。此时，气温逐渐下降，暑气不
再肆虐，秋燥逐渐明显，市民朋友该如何防
秋燥，养生需要注意哪些？记者昨日就此采
访了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中医科主任林红。

林红介绍，为避免燥邪伤人，秋季饮食
当“以润为贵”，平时可选取百合、银耳、川
贝、蜂蜜等具有润肺养肺、清热生津功效的
食材。科学饮水是缓解秋燥最简单的方
法，应定时、主动多喝白开水、淡茶水等，小
口频饮，以养阴润燥，弥补身体损失的津
液。

处暑节气后，虽夜间逐渐凉爽，但午后
仍有余热，中午时分仍应注意避免高温日
晒。秋季寒热交替迅速，老年人尤其要留
意温差变化，白天要适当添衣，晚上要及时
盖被，避免着凉引起肺炎、哮喘等呼吸道疾
病发作。

林红还提醒，处暑一到，需注意改变夏
季晚睡的习惯，尽量做到早睡早起，争取每
天多睡一个小时。最好在晚上 10 点前入
睡，预防“秋乏”，有条件者，还要适当午睡，
同时夜寝应关好门窗，腹部盖薄被，防止秋
风流通使腹部受凉而伤及脾胃。初秋时
节，还要注重收敛神气、调畅情绪，使神志
安宁、情绪平静。平时可常听音乐、练书
法、钓鱼来调养情志，天气好时可增加室外
活动，感受天高云淡的美丽秋日。

本报讯（记者 蒋雅琛）22日，为期一周
的“寻福记”名家漂漆书法作品展在工商银
行福州鼓楼支行闽商会客厅落下帷幕。此
次展览展出名家漂漆书画精品28幅，以及6
大系列大漆文创品，融合纸上漂漆与书法艺
术，成为展示、宣传“福”文化的创新形式。

据介绍，纸上漂漆是一种新颖的创作方
式，用稀释剂调和大漆浮于水上，调色之后
将纸张贴合水面，出水之后便得到一幅独一
无二的画作。因其创作方式独特，具有未可
知性，往往能激发观众无尽的想象。“作品展
期间，我们办了一场读书会，特意设计了一
个环节，留下两幅作品没有写上名字，让读
者自己品读。有人看到了高山流水，有人看
到了刚柔并济，这正是纸上漂漆作品的魅力
所在。”策展人沈清华介绍。

此次展览中，还展出漂漆书法作品
《五福临门》《五福齐享》等，由中国艺术研
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陈吉与台湾青年大漆艺术家林芊劭
合作完成，充分展现“福”文化魅力，备受
关注和好评。

“寻福记”名家漂漆书法
作品展今日落幕

观众前来看展观众前来看展。。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蒋雅琛摄蒋雅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