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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与收藏鉴赏与收藏

画以意为主，意至而气韵
出。

“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
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
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
北宋画家郭熙、郭思对中国山水
画有如此独到见解。大凡一幅好
的山水画，能触发读者可行、可
望、可游、可居的感受和愿望。

“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
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
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
此言诚然。

画风清秀劲峭，飘逸空灵，
古风盎然——王心竟山水画传统
功夫扎实，取法多为明代，唐
寅、戴进、吴伟等均有涉猎，上
追两宋诸家，郭熙、范宽、李
成、王诜等各有所取。王心竟山
水画构图繁密，笔法峭拔俊秀，
善用细笔，笔虽细而通幅谐和，
疏密开合有致，作品气势恢宏。

山水画的感染力在于意境之
美。意境是主观的“意”与客观
的“境”二者巧妙结合，中国传
统山水画在审美意识上具有二重
结构，即主观精神的表现与客观
事物的艺术再现。王心竟山水画
外师造化，但更多从历代山水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又通过自己的消
化理解，再现画家理想中的名山大川，此可谓中得心源。

宋朝是山水画大兴的时代，倡导山水画的写实风格，其绘画勾勒
细致，刻画严谨，用墨层层渲染，画法上侧重于真和实。明代山水画
延续了宋代画风，其中以浙派和吴门派影响最大，他们善于在山水画
中描写人物的活动，山水画有意境亦有生活情趣，营造了不一样的山
水世界。王心竟的山水画受宋、明山水画的影响最大。

《松下弈棋图》，纸本扇面，画家写于 1941 年夏，上款人王季
扬，系民国初期北京著名金融家、字画收藏家，尤以成扇收藏为最。
此作山水与人物和谐统一，营造了一个静谧而美好的自然胜境。作品
构图采用平远法，近景与远景组成画面，扇面作品虽小，小尺幅见大
境界。此作描写了夏日山水之境，人在山水之间、松壑之下，弈棋、
赏景，尽享夏日的清凉与宁静。

作品以工细的笔触写松树、草木，刻画山石、云水。近景中的松
树，松针细密，精神抖擞，松旁红树叶用双勾细笔绘写，与青色的松
树在色泽上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远景中的山石、云水及树木，以
染带勾，层层叠叠，云雾、水气弥漫，意境开阔，画格高远。宋代绘
画追求形似，讲究画中之气、韵、思、景、笔、墨，宋代的院体画风
也以描摹细节、追求精美细腻为主，以取悦宫廷的喜好。细笔山水画
成为宋代画坛重要的审美潮流，王心竟的山水画也表现出类似特点。

融人物于山水间，以山水烘托人物，山水有人则“灵”，人与山
水共现自然之美。《松下弈棋图》 属山水画，但画中的主角则是人
物。王心竟山水画中的人物大多写实，它不同于传统大写意山水画中
的人物形象，简单概括，廖寥几笔，勾画出人的神情姿态。王心竟山
水画中的人物借鉴明代唐寅画法，人物在山水画中占据相当地位，人
物描写较为细致。此作共三个人物，两个高士在松下弈棋，一个书童
在旁侍候，人物脸部描写工细，眼睛、鼻子、须眉、发髻等均以细笔
勾出，衣纹线条流畅挺健，造型姿态富有变化，设色淡雅，画面清新
自然，气象高华。山水画作品中人物描写如此精到，体现了王心竟山
水画中人物的“写实”特点。

“用古人之规矩，抒写自己之性灵”，画中寄托了画家的精神与向
往。炎炎夏日，去深山避暑乘凉，寻觅休闲养生之佳处，《松下弈棋
图》 古松遮阴，山风拂面，旁有流水激湍，人置身于此，远离了城市
的喧嚣与复杂的人际，如此生活状态是画家所向往的。

写于 1938 年的 《松溪游艇》，画中一高士坐于舟中，举首环景，
群峰林立，白云缭绕，湖面波浪荡漾，如此仙境，让人心旷神怡，想
必画中高士就是画家自己。石涛说过：“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
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
眉。”王心竟山水画在传统上的笔墨能力超越了当时许多画家，笔
墨、格调、气韵、意境堪称一流，遗憾的是风格上少了些自己的东
西，还是旧山旧水旧人物，少了些时代气息。尽管如此，王心竟在他
的山水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并非完全照搬古人，从某个
角度看，也是“借古开今”的另一种形式。

宋元山水画在创造意境时往往注重细节的真实和诗意追求，随着
宋元文人画的兴起和发展，诗意在山水画中得到更多的关注，山水画
从侧重客观物象的描摹转向注重主观精神的表现，在山水意境上重视

“以情构境”“托物言志”。王心竟山水画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文人
写意山水，作品重细节真实，笔墨较为理性，但他的山水画善于营造
意境，想象力丰富，画中虽没有洋洋洒洒地赋诗即兴题写，但画中的
意境却如诗一般优美，让观赏者感受到画中有诗。

王心竟山水画画面充实、繁密，体现了画家极强的画面把控能
力，同时又能把局部细节表达得精微细致，作品有较高的观赏性。在
国家文物局制定的 《1949 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的鉴定
标准》（第一批） 精品不能出境者名单中 （共 107 人），王心竟与宋文
治、何海霞、郑午昌、余任天、赵望云、
贺天健、黄君璧等山水大家一起列入该名
册，由此可见其山水画的价值和地位。不
过，目前艺术市场对其山水画还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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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已久的“甬上四老”书法
集，最近由市书法家协会隆重推
出，实乃可喜可贺。

“四老”之一的贺圣思先生，
不仅能书，而且善画。作品集除收
录他的书法代表作外，还选收了部
分绘画、篆刻作品。

（一）

第一次见到圣思先生是在三十
年前，当时我还在天一阁上班。有
一天在庭院里看到一位戴眼镜的中
年人，同事告诉我，那是贺伯伯。
我好生奇怪，这位“贺伯伯”与同
事年龄相差无几，怎么叫他“伯
伯”？后来我们熟悉了，发现不论
年轻人还是同龄人，公开或私下，
不少人称他“贺伯伯”，有的领导
也这样称呼。据说，在家里，老伴
也这样跟他打招呼。“贺伯伯”不
知何人何时开始叫起来的，几十年
过去，贺伯伯由一头“青丝”被叫
到满头“白雪”。

贺伯伯是个可爱的老头儿，率
真、风趣、机智，日常生活中，还
带 点 东 方 朔 、 阿 凡 提 式 的 幽 默 。
2018 年岁末，鄞州区文联为八十
一岁的他举办了一场书画印展，书
画界友人以及原单位的同事纷纷到
场助兴。观赏展品时一位同事说：

“贺伯伯今天成新闻人物了”，他马
上自我调侃道：“今天我是个新郎
官。”一句话把大伙逗乐了。

贺伯伯为人处事低调内敛。说
实在，他在甬城书画界早有名气，
但始终以“票友”自许。他在一次
记 者 访 谈 中 说 ：“ 凭 自 己 这 般 功
夫，绝对进不了书画家行列。”说
参与一些书画展，是“跟专家搭
班，一边享受艺术，一边偷点拳
头”。我很赞同著名书法家周律之
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对贺伯伯的评
价：“业余心态，专业水平。”

贺伯伯人品清淳，甘于寂寞，
不事张扬。他从来没有为自己张罗
过书画展，为数不多的几次也是碍
于有关单位和朋友的面子才答应
的。曾有人表示愿意出资为他作推
介，被他婉言谢绝。几次展览所
见，开幕式轻松随意，没有通常那
种繁琐的程式。“快乐书画展”“一
家子书画展”，听听这展名，就非
常平民化。

一日三餐，吃饱即可，清空杂
念，过简单清爽的生活。贺老师别
无嗜好，只喜喝点老茶，上下午各
泡上一壶。如果来了客人，一起喝
茶聊天。

如今生活好了，许多老人注重
养生，而他从不进补，别人送的补
品转手就送了人。有一次我瞧见他
书房墙上挂着一帧未经装裱的条
幅，上书“不养生长寿”几个字。
乍一看，觉得有点怪，转念一想，
完全符合他自然、简朴的生活理
念。陶渊明写过一句诗：“性本爱
丘山”，贺伯伯性本如此，并不是
中 国 传 统 知 识 分 子 通 过 “ 修 为 ”

“求道”达到的那种境界，而是天
然就有这样一种品质。2018 年出
版的 《贺圣思书画作品集》 自序
中，他提出“归于一心”，“一”就

是简单。在简简单单、平平淡淡之
中活出了闲适从容。

贺伯伯担任 《宁波日报》《宁
波晚报》 副刊部主任多年，一直热
衷于“为他人作嫁衣裳”。退休后，他
重操旧好，搞起了书画创作，又有不
少人登门求教，他都一一给予指导，
不摆架子，不故弄玄虚，讲的全是干
货，我就是受益者之一。

他说自己很粗心，大大咧咧，
其实内心是细腻的，温润的，对于
需要帮助的人，总会力所能及伸出
援手。三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
祸，我左腿骨折，至今行动不便。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执意要送我，
趿拉着拖鞋，顶着三伏天火辣辣的
太阳，从他家里出来，步行了十多
分钟，扶我上了公交车，目送车离
去，才放心地回家。

圣思，名如其人，嗜好书画，
深于思考。每天都在琢磨书法和绘
画艺术。因此，每次与他聊天，他
只聊书画。他说，其实每天动笔的
时间并不多，恰恰是读书和思考的
时间多些，读书让他有更多的体会
表现在作品中。

（二）

贺伯伯是甬城书画圈公认的
“文人画家”。文人画，上世纪八十
年代以来有人称之为新文人画或学
人画，讲究诗、书、画、印相结
合，而他便是四者兼擅的文人画
家。

他坚持师法传统和师法自然并
重，从鉴赏、揣摩、研习和临摹前
人作品入手，临摹过徐渭、八大山
人、石涛、吴昌硕、黄宾虹等古今
名人的大量作品，尤其对齐白石用
力最勤。前年，齐白石画展在宁波
展览馆举行，贺伯伯站在巨幅照片
前与心仪的导师合影，一副虔诚的
模样。

齐派艺术崇尚自然、本真，充
满对生活、自然万物的热爱，这与
贺伯伯的精神气质不谋而合。他研
究齐白石很透，又有一些变化，不
满意的不去照搬。凭借自己的才气
和不懈探索，逐渐形成了散淡天
真、稚拙质朴、笔简韵长的画风。

道法自然，抒发真情，是他长
期坚守的艺术理念，也是他艺术实
践的最大感悟。他说，对所画的题
材要特别熟悉，有了自己的感悟后
再动笔，才能做到不滞于手，不碍
于心。早些年，他利用旅游的机会
看祖国名山大川，如今年龄大了不
能远游，就观察周遭的万物百态。
早晚在小区或附近公园，边散步边
观赏各种草木花卉。通过对物象的
反复观察、揣摩，逐渐形成脑中之
思，胸中之图，笔下之画。他画过
不少紫藤，就因为这种植物在住处
花园里多有种植。

贺伯伯的画很注重写意精神的
体现。写意，一是写，二是意；写
是手段，意是目的。首先，他强调
书法用笔，画画要写，像写字一
样，一笔笔写出来。因为写中有提
按顿挫，有顺势贯气，能将心中之
意和精神气质通过毛笔真实地流露
于画面中。如 《墨兰四屏》，他以

草书用笔撇兰叶，《梅竹四屏》 和
《雁来新红图》 的梅干、竹叶与雁
来红枝叶的篆隶用笔，《松林觅食
图》 松鼠尾巴的飞白，以及松石树
木的勾勒，笔法取之于古而脱于古，
用笔老辣，干脆利落，奔放痛快。

他重视对传统笔墨的继承，但
不固守某一种方式。强调笔墨的变
化，追求变化中的沟通。既善于用
笔，又精于用墨，枯润兼施、畅涩并
举，娴熟自如。笔墨关系简单凝练、
耐人寻味。他还尝试用焦墨作画，有
幅画一大一小两条鱼，仿佛难舍难
分母子俩，以率意自然的笔触书写，
墨色浓而不腻，干而不燥。简洁明
快的画面，配上风格独特的“贺字
体”，形成书与画的融通与互补，
使整个画面更加协调统一。

细细品赏他的画作，总有一种
情感在物象中静悄悄凝聚，通过笔
和墨把个人内心世界和生活感悟在
宣纸上氤氲生发。一帧条幅题名

《紫藤鹌鹑》，巨石后一株紫藤枝繁
叶茂，前边两只鹌鹑在草丛中觅
食，一派宁静祥和的氛围，寄寓了
对平安、和美生活的祈愿。

写意离不开诗意，他注重从生
活常态中提炼诗意，善于将无限感
怀融入画中，心与境应和，笔与情浸
润，一派文人画的气息。他受前人启
发，爱自撰诗文题跋，以这种传统的
形式为花卉增色，为禽鸟传音，为自
己抒怀。他曾在一幅条屏上题诗道：

“我画紫藤不着花，任凭篆籀出枝
丫。无须猜解绳文结，笑看东风舞乱
麻。”他笔下的紫藤不着一花，不像
常见的花团锦簇；以篆籀笔法画枝
丫，追求金石气；用 S 形构图，在散
而不散、乱而不乱的变化中求统
一。这种诗意的表达，极富情趣和
理趣，给人思想启迪。

贺伯伯的作品充盈着对家乡泥
土的热爱，将农家风物融化成情感
流淌于笔端。蔬果冬笋、杨梅、水
产鱼虾无不鲜活可人。他还画了一
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老旧物件，表达
了对往昔生活的怀恋。条幅 《帽筒
图》，题款特有意思：“爷爷用它搁
过瓜皮帽，爸爸用它将息旱烟管，
妈妈用它插过鸡毛掸，我也拿个苍
蝇拍挤在这中间，帽筒一代传一
代，不想如今金不换。”原先的寻
常之物——帽筒，而今成了文物，
将历史长河中普通百姓生活的变迁

定格在一幅画里。
贺伯伯说，最好的画往往图简

而意深，包含着深刻的哲理。他画
过不少小品，画幅不大，却极为耐
看。他喜欢质朴和单纯，喜欢那种不
炫技巧、随意朴实的造型和笔墨。我
觉得，画面越简单，越见功夫。两只
小鸡三支蘑菇，寥寥数笔就是一幅
画。八九枚樱桃，几片叶子，配上一
句“仙子飞吻落凡间”的题款，瞬
间满纸生辉，妙趣四溢。

这种妙趣还体现在他独特的审
美趣味上。尿壶，本属不雅之物，
如今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小时候大
多见过或用过。贺伯伯有幅小品，
画的是一个乌龟形状的小什物，旁
边放着一把棕刷，左上角题诗曰：

“夜壶夜壶蹲床底，专为老人行方
便，明朝不忘勤洗涮，千年寿龟伴
汝眠。”语言直白，充满谐趣，借
尿壶这件俗物，表达了祝君长寿的
高雅题旨。

贺伯伯的画透露出大雅不雕、
返璞归真的艺术格调。本着畅神达
意的原则，自由表现，率意而为。
似信手拈来，没有经营的痕迹，所
以充满情趣。他经常以重神轻形、
宁拙勿巧、宁朴勿妍、宁虚勿实来
提醒自己。一个耄耋老人画作中能
有童趣和天趣是十分难得的。其画
重于水墨，淡于色彩，有些画不涂
颜色，只靠很少的线条、墨色来表
现，笔下的墨牡丹、墨葡萄，对画
家是更高的要求。总之，他追求的
不 是 技 巧 本 身 ， 而 是 “ 画 外 之
境”。画内之境可描，画外之境难
求，它需要丰厚的学养和生活积
淀。因此，他很重视对传统文化的
学习。读书多而杂，悟道精而深，
对史书、画论、古诗、书法、篆
刻、碑帖等方面的书籍多有涉猎。

贺伯伯说自己没有受过正规教
育，知识是片段的、零散的，遇到
对路的、喜欢的就学。所学知识虽
难成系统，但也少了许多条条框框
的束缚，比较能放得开。以玩的心
态画画，居然“玩”出了名堂。他
经常鼓励我画画一定要随意、自
由，不能太刻意，胆子大点，放手
画。脑子里不要想得太多，否则画
出来的东西必然死板。

圣思接千载，老鹤翔万里。愿
贺伯伯的艺术之翼在广阔的书画长
空中飞得更高更远。

“业余”心态 专业水平
——贺圣思先生其人其画

蔡灿臻

王 心 竟 （1909- 1954） 又

名心镜，字锡照，山东烟台

人，现代北派著名山水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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