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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生教学思想
黄格胜先生从教几十年，一直牢记爱事业、爱学生的初

衷。他认为只有言传身教、互相学习才能培养出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的学生，多年来他也是这么做的。外出写生是广西艺术学院教
学的一大特色，本文笔者要分享的元宝山，便是黄格胜先生魂牵
梦绕的人间仙境。暑期对于旁人来说，或许是个难得的休闲机会，
他们或许会闲置家中，或是携好友亲朋出去游玩戏耍。黄格胜先
生说“我对这种‘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来什么也不知道的旅
游方式一点也不感兴趣’”。对于画照片，他是不提倡的，从桂北
小山村长大的他，更倾向于亲身体会，多跑跑，多观察，多思考，
多动手，将每次写生都当做创作来对待。那些险峻山峦、云海密
布、山石相连。傍水而立的木脚楼；星罗棋布、蜿蜒而上的梯田，
鱼塘田埂旁、屋舍前后的稻草垛……无数的美好景致都已经印刻
在他脑海里。

每年教师节之际，黄格胜先生都会举行以“格物致知”为
题的教学展览。“格物致知”出自儒家思想，格物、致知分别是《礼
记·太学》中的头两条目，其中讲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知之在格物”。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注释“格，至也。物，犹事
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也就是格其“物”，致
其所“知”。从古“格物致知”作为哲学层面的概念一直是人们认
识事物和探究事物规律的手段，将此概念与国画写生创作联系起
来，这对于我们去搜索素材、对于事物本质的探究以及艺术家主
观情感的表现起到启示性的积极影响。黄格胜先生将“格物致知”
作为十几年来教学画展的题目，一来是想告诫写生对于中国画创
作与创新的重要性，要善于观察事物，探究事物的真理。通过认
识事物，人也要活得明白，不论是做事还是作画，定要清清楚楚，
定不能糊糊涂涂。二来黄格胜先生作为教师，一直提倡为人师表、
言传身教、而格物致知也体现了作为教师对学生要致其知。

对于外出写生，黄格胜先生通常都是言传身教，元宝山的
写生基地他便亲自去了四十余次。他认为写生不是简单盲目的摘
抄摹写、走马观花，而要用心灵去好好感受这些美妙的景致，以
达到心灵的洗涤，从而创作出有感情的、有人味儿的作品，因此，
在落笔前总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桂北的寨子有着浓郁的地方特
色，黄格胜先生会给学生们讲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介绍独特的脚
楼建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写生的训练，重在培养学
生的观察能力、逻辑思维、表现能力以及在观察事物的同时能够
发现新的事物从而做出创新。

写生是创作的重要手段，临摹与写生二者缺一不可、相辅
相成。对于写生的重视，从“格物致知”的思想就可体现。
作为师长，他传授的是踏踏实实的摸索，以大自然为师，从千
姿百态的大自然中吸取养分。作为广西的学子，要热爱自己的
民族，热爱自己的家乡，将眼前的风景都融入心里。做人要脚
踏实地，不可依赖在温室里“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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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象”、“胡搬乱套”。
2　独具地域特色的元宝山
元宝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主峰青

云峰海拔2084.7米，为柳州第一高峰，广西第三高峰，顾名思义，
在此群居的主要以苗族为主。元宝山的民居主要以吊脚楼为主，
坐落在巨大的花岗岩之上、半山腰间，屋舍密集，群居成寨。元
宝山的吊脚楼用木质材料搭建，与现代刻板的水泥房不同，此地
吊脚楼多为榫卯结构，不费一个铁钉，单纯用木材利用凹凸结合
的连接方式来建造。所谓吊脚楼，顾名思义，就是用长短不一的
木质柱子支撑主体，由于多数吊脚楼是建在巨石之上，那柱子的
长度就取决于巨石的坡度，脚楼下方还可以用来堆放杂物或者饲
养家禽。房顶为瓦片堆叠，或为树皮、茅草等，在上边用石头等
重物固定。元宝山的民居依山傍水，常有鱼塘小溪流水相伴。此
外，还设置有防火灾的谷仓，每逢收割后垒气的稻草垛比人还高，
深黄的稻草垛与经过风吹日晒而变成青铜色的脚楼相配。还有随
意用木板和稻草搭建的临时木棚也十分入画，常用来堆放杂物。
元宝山的植被甚是丰富，常能看到承天的老树，配上蜿蜒曲折的
梯田，使人有种世外仙境的感叹。

上世纪80 年代，黄格胜先生无意间闯入这人间仙境，他被
这壮美之景惊艳到了。房子还可以这么建！这建在山石间的村落，
是如此的古朴，无数的巨石和清澈的山泉水，这大概就是人与自
然的和谐之处了吧！后来走过三山五岳的黄格胜先生选择了此地
为写生基地，这几十年，常与元宝山相伴，竟到了“不来心痒、来
了手痒”的境界。

3　作品特点
在构成上：回顾历史，自山水画从人物画中脱离成为独立

的画科以来，不论是具有强烈装饰性的青绿山水，还是淡雅古朴
的浅绛山水，亦或是豪放不拘小节的水墨山水，画中的素材不乏
山川草地、江河瀑布、亭台楼阁、山野小径、乡村茅屋、人、禽
兽……而所谓山水，构成的主体自然是以山石、湖水为主，茅屋
亭台是为点缀。而黄格胜先生在山寨创作中却另辟新径，将木屋、
巨石作为画幅的主体，远山、老树、船舶等作为绿叶衬托。欣赏
2018年展出的在元宝山写生的几幅斗方小品都可明显看出此特点，
尤其是第一幅，三座紧密相连的脚楼占据了画面的三分之二，吊
脚楼依旧是坐落在几块巨大的花岗石之上。右下角有一以黑色重
墨的耕牛，与左上角的几棵松树呼应，而远山仅用淡墨简单晕染。
黄格胜先生还喜用蜿蜒的石板阶梯，一边是留白的河水一边是陡
峭的巨石，又使河水与木屋相连，此图也有此特点。

在用笔上：黄格胜先生还是延续了传统的笔法，苍劲有力
的用笔变化多姿，对于元宝山特有的巨石，大笔挥就，枯笔皴
檫，又干湿结合。2010 年创作的16 米长卷《魂牵梦绕青山寨》
就描绘了元宝山最具特色的村落——青山寨。以此长卷为例，
整体水墨设色，无其它色彩渲染，以干湿浓淡焦枯的变化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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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血红蛋白出现升高时，增加运动负荷以激发运动员潜
能，在下到平原的第 1 8 天左右安排比赛，成绩最为理想。同
年还运动多种方法对世界优秀女子铁人三项运动员的成长历程、
身体形态、成绩进行比较分析，阐述了王虹霓与世界优秀运动
员的差距和优势。近年来，对于体育赛事方面，2012 年才在综
述类文献中提到铁人三项赛事，而2017 年才有对铁人三项赛事
的独立研究,对我国铁人三项赛事的发展现状及发展瓶颈进行分
析,并提出赛事发展的路径。对于训练方面的研究，邓运龙首先
对专项训练阶段铁人三项运动员的血尿素指标进行系统监测，了
解运动训练负荷的对运动员刺激的程度。林玲探讨了造成铁人三
项自行车-跑换项过程中运动员常会出现不适感的原因，并有针
对性的进行专门训练，提高运动员运动表现。对于锦标赛方
面，更对的类似报道类论文，对国内的威海铁人三项锦标赛等
的介绍。

3　小结
（一）国内铁人三项的研究在1991 年前就已经开始，经历

了两次飞跃式的发展，分别在2003 年和2014 年，受到当时的
社会背景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近年来，铁人三项在大众健身领
域或普通人群中的研究正在增加。

（二）国内铁人三项的研究主要围绕运动员、高原训练、
体育赛事、专项训练、锦标赛等方面。

（三）有关铁人三项的研究正在不断的具体化与精细化，相
关手段逐渐高科技化与现代化，并且与群众体育的联系持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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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卷千姿百态。开卷的三棵苍劲的老松，粗壮的树干用浓墨勾
线，线条灵活有力不僵硬，再用传统的方法勾画纹理，使得有
层次又有变化。松针画得极细致，细笔慢慢勾勒，每个小松针
形态相似却又有细微变化，稀稀落落组合在一起有型不呆板。
再用小苔点点缀树干和树枝，最后用淡墨晕染树干轮廓和松针，
使画面更加饱和。第三棵松树后面还多了一座木屋，木屋隐于
其后，故用淡墨勾勒轮廓后略施皴檫，后用更淡的墨晕染。对
于吊脚楼的创作，在此画卷中自然也是重中之重，全幅都以吊
脚楼为主，勾勒房子的线条虚实结合，浓淡适宜，线条富有变
化不僵硬，多用中锋行笔，用枯笔皴檫。留白处也非常巧妙有
意境，房顶有时是瓦片排布，近处勾勒地仔细，一笔一划叠起来，
远处则多以枯笔简单铺盖再用淡墨晕染；有时又是用木板搭建，
而用木板搭建的屋顶常常只用线条造型，不再用墨晕染，留白恰
到好处。对于屋舍脚下的巨石，其用笔也是变幻万千，块面效果
显著。大笔挥就巨石的轮廓，多用枯笔勾勒石头的脉络，侧锋皴
檫。朝阳处的一面用留白的方式处理，石头底部和背后的阴影面
用浓淡相间的的墨水晕染。有时处理石头甚至不勾勒轮廓，直接
用大笔染成。另外还有极具地方特色的稻草垛，稻草用双沟画出，
有序排布，中间用浓墨立出杆子，再施淡墨，在其它的山寨小品
中，草堆又常染金黄或者红色。此卷可以看出黄格胜先生大致的
用笔，虚实结合，疏密得当，用笔快准狠，十分大气。从用笔可
以看出黄格胜先生雄厚的笔墨功力。

在构图上：每次创作之前，黄格胜先生都会先进行观察，
在写生教学时常常会给学生讲解木楼的结构，房梁的取势，如何
对眼前的景物进行取舍等，都是一门学问。黄格胜先生所作的

山寨，尺寸有大有小，斗方、横条屏、竖条屏、长卷皆有。
就长卷而言，如《魂牵梦绕青山寨》，采用散点式构图，长
幅的制作，使观众有一种卧游其中之感。全幅以房屋巨石为
主，只画近景，不画远山，留白处理。吊脚楼画得错落有致，
为显示出石上人家的高俊，常常画窄屋顶、宽屋脚，给人以仰
视之感。再观其它小品，对角线构图、由字型构图皆有，且
不管采用何种构图，近看景致都和谐分布，远看又成一整体，
结构十分完整，在此不一一举例。

4　总结
黄格胜最常教育学生的一句话是“作画莫无情，无情莫作

画”。由于出身和受恩师黄独峰大师的影响以及一腔爱乡情怀，他
对于壮乡的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以致创下无数关于这片乡土的佳
作。黄格胜先生的画朴实、接地气、有人味儿，体现了他的平民
精神。来这里，他不知疲倦，不惜跋山涉水，即便是同一处的景
致，他也会重复画，第二次又是不同的心境。笔者相信，黄老会
继续为这片家园创下更多不朽的佳作，而作为他千千万万仰慕者
的本人，将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探索，不断吸取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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