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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从《二十四节气》看江宏伟花鸟画艺术的诗意内蕴 
◆杨  荣 

（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展卷微吟，淑气扑人眉宇”正是江宏伟花鸟画给人的直接

印象。他的花鸟画诗意唯美，从传统中来又有现代的生活气息。 
江宏伟钟情于宋画，陶醉于自然景象，作品勾勒纤丽，敷色

沉稳，得宋画静谧高雅的神韵，赋有历史感和浓郁的诗情，这种
高雅的格调就源于他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古意。作品中的古意对应
当代的人文情感就是怀旧之情，他似乎在作品中用一系列个性化
的笔墨语言追忆逝水年华。令人感动之处，恰恰在于与现代人的
情感达到丽共鸣。人们对文化传统的迷恋和对时间流逝一去不返
的淡淡忧伤，正是都市喧嚣之后静静面对自我时，内心深处无限
向往的诗意和远方。 

《二十四节气》是江宏伟耗时几年的花鸟画代表作，所画题
材均来自他园中手植花卉。他自然而然地书写最真实的生活情感
和文人情怀，仔细地修改，慢慢描画的是每一个节气的代表植物，
画面色彩丰富而含蓄。他通过笔墨形质，赋予花花草草以诗意的
表达。画面情境静谧生动、高雅唯美，具有浓厚的诗词意境，使
观者心旷神怡忘却尘劳，与画中的花草一起欣悦繁华、忧伤沉寂。
意境是一幅作品的灵魂，这种诗性的意境正是他作品的过人之
处。宗白华先生《中国意境之诞生》一文提出：“意境是情与景
的结晶品。”景中有情，情境交融是产生一幅作品意境的根本。 

人们赞美他的作品诗意唯美、韵味悠长，然而这种意境是如
何产生的呢？ 

一，源于他潜心艺术的恬淡宁静、学养修为的正大气象。 
“静能成思，静能生慧”。画面的含蓄灵动，源于他对人生

对自然对艺术更深层次的思考。静静思考艺术最本质的东西并不
断作创新性的尝试，作品便越来越有味道。他的宁静所形成的诉
诸笔端的“念”，本就是丰富而蕴含哲思，自然而轻盈。自然地
如同每天看到阳光照在草尖的露珠上一样柔和，温馨而带着一些
岁月流年的忧伤。 

无论春夏秋冬，他于园中静静地观察花开花落、云舒月落，
静静地画，“寻一个耐心的理由，在一幅画上反复修正，只有在
缓慢之间才能逐渐呈现心中的意象”。画家的心灵“空潭泻春、
古镜照神”，静观新芽萌春、梅蕊初绽，所观物象即是心中之象，
艺术家在对自然的关照中完成一种自我的凝视和发现。例如作品
《二十四节气之雨水》中，梅花、小鸟的造型独特，笔法细腻，
设色古雅，从构思立意到笔墨技巧，都是画家内在思想高度和人
格气象在艺术上的投射。“致虚极，守静笃”，精神的淡泊，是作
品空灵静谧的前提。 “人至何境，画至何境”，作品中的诗意正
是画家心境的传移摹写。画面的水光氤氲，源于他的心象是生活
惯了的江南润泽，画中花鸟都已被画家涤净尘浊，因此笔下物象
高古出尘，作品安静空灵、清幽深远干净雅致。江宏伟用“内美
静中参”来描述他的艺术创作，也给观者品读绘画作品的内美提
供了“静心参悟”的借鉴方法。 

二，诗意的佳作在根本上源于诗意的栖居。 
“平静地观赏万象，不禁沉湎于勃勃的春景里，没有被桃红

柳绿的奢华所迷惑，生出的却是一种透凉的清丽。知觉随着光影，
在枝头花间移动，平缓的旋律潺潺地流过心间。”读江宏伟《花
事微语》，立即想到一个词“诗意的栖居”，这就是他的日常生活
真实的记录。他的日常生活就是在园中安静的观察，仔细地写生，
静静地思考。“摆脱那些妄念，忘掉那些神圣的伟大的词汇，做
自己喜欢的事，使自己的心安静下来，尽量平淡一些，安静一些，
专注一些，起一些与花草共命运的善念，便会持久地洋溢起幸福
感。” 

在他的花园中，景色优美， 花木葱茏。植物在阳光下自由
自在地生长，牡丹、芙蓉、蔷薇华丽之间传递着雅致，都在他画
中时常出现。作品《二十四节气》中，无论是略带哀怨沉静的樱
花、追怀昔日盛时的芦花、迟暮凄婉的虞美人，还是低眉轻唱的
芙蓉，每件作品都从写生中来，用笔墨留住转瞬即逝的动人时光。
杂草也成了他多年乐此不疲的作画素材，他喜欢以芦苇、芒草、
水蓼来配上白鹭、天鹅等水禽，在描绘中神清思远。他通过写生

与自然对话，寻找心象与物象之间妥帖的和谐，投射人的情感于
自然物上，在绘画的过程中注入了作者的感情心境，也就是人们
常说的“把花鸟当人来画”。这并不仅是对物象形质的把握，而
是赋予它神韵和诗意。 

“当我对着一丛花、一片叶凝神关注，用笔细细描绘时，那
种状态既充实又宁静。不做遐想，也不求意义何在，任光阴流逝，
似乎随着笔底显露的姿影，就能觉察出流光的痕迹。”这种淡泊
怡然、闲适脱俗的艺术人生就是最高贵的诗意栖居，就是产生高
雅艺术最难得的生活方式和创作状态。 

三，对宋画深刻的理解和学习传统艺术的独特方法。 
江宏伟的花鸟深沉静穆、清雅唯美、古朴超然，有宋人意趣。

他的绘画取法南宋花鸟，糅合自身学养和对江南风物的长期体
悟，形成对宋画独到的当下审美认知。中国古代艺术因为岁月的
共同参与塑造，使其斑驳、变色，而具有古色古香的美感。传统
是活生生的赋有生命的东西，他在寻找古典元素中最吸引人的部
分，运用到自己的画中。作品中的古典情趣，与他着意领悟传统
花鸟画的精髓、解读宋画的独特视角有着很大关系。冲洗的技法、
沉静的色调、细腻的笔法、唯美的造型都共同塑造了他作品中的
古意，这些都得益于他善于学习宋画。宋画的魅力不仅在其艺术
性本身，更是有时间千年的共同参与塑造。他认为，“传统就像
个大超市，学习要根据你的需要选择。首先，要有一个思想和范
围，琢磨好了之后，再去选择，然后融汇贯通就形成了自己。当
觉得现在的面目不适合你的时候，可以用你从传统中得到的益
处，再重新塑造你，只有这样，传统对你才有意义”。“如果你不
懂古人是怎么画的，就很难画出很好的作品，看传统绘画，你要
看出自己才行。”他又强调画家要感受时代的不同光线，在创作
实践中，他使传统的元素和时代的审美完美地结合起来，作品既
有文化内涵又有时代性。 

对西画的观赏和理解是他的一种修养，加之从传统绘画中悟
得的沧桑感和古意，真切感受并唤醒传统迷人的光泽，作品别具
诗意和哲思。而“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寻找家园”，
寻找的过程，就是通过艺术的方式表达对逝水流年的怀想。那种
“回不去的旧日时光，到不了的诗意远方”，恰是人们千百年来
不倦追寻的精神家园。而江宏伟的花鸟画作品，之所以能感人至
深，正是由于作品赋予了时间性的表达，所传达出的情感与观者
的精神达到了深度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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