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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世芳 河北省文联原副主席，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工
艺美术学会会长。麓园画院顾问。

张国君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
北省美协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河北
画院原院长，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综合材
料绘画展区评委，河北省文史馆馆员。麓
园画院荣誉院长。

李孟贵 邢台市麓园美术馆馆长。
河北省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麓园画院
执行院长。

陈卫建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
北省美协常务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石
家庄市美协副主席。麓园画院副院长。

颜景龙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
北省美协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河北
省文史馆馆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河北画院院聘画师。麓园画院副院
长。

马唯驰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
国工笔画学会理事，河北省文史馆馆员，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教
授，承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麓园画院副
院长。

王继平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
北省美协副主席，河北省中国画学会副
会长，河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麓园画院副院长。

钱广信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
国水墨研究院艺委会主任委员，中国美
协山水画创研室画家，河北省中国画学
会理事，河北省美术创作中心创作员，河
北画院国画院研究员。麓园画院副院长。

刘立勇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
国艺术教育研究院培训中心导师，中国
画创作研究中心导师，邢台市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麓园画院副院长。

□邢 云

夏日的一个午后，阵阵舒爽的海风吹进门窗。
一杯清茶，一本画册，房间里弥漫着翰墨的味道。
王继平老师给我讲着他的艺术之路，谈兴渐浓，时而

欢畅，时而蹙眉，时而激情飞扬，时而沉吟再三。
少则两三年，多则七八年，他总能在“山重水复”时，

驻足沉淀，而后果断地“另起一行”，继续书写，继而“柳暗
花明”，惊动画坛。

尽管事务繁忙，但他总能挤出时间来搞创作，自始至
终虔诚地对待艺术，让心态不游离于专业视野之外。

很多人惊讶于王继平的创作之多、之快，但他们不知
道王继平耗费了多少心血。

除此，他还一度撰写博客，书写心得，等等。
终于，他把自己熬倒了，病得很重。
窗外的天空亮了又暗，一切静悄悄的。一次又一次

醒来，明媚的阳光继续灿耀大地。
双臂刚能活动，他就忍不住铺开纸、拿起笔。
没有人途经的路会是笔直的。人就是在苦痛中跋

涉，寂寞中坚守，经历中成长。
我记得，初见王继平老师就是在麓园画院。他在一

个轮椅上坐着，上下楼梯时便拄着一个拐杖，一步一步，
小心翼翼，但神色很好，与友人见面，聊得很是开心。

再见王继平老师就是这一回了，在北戴河艺术馆。
相比而言，尽管还需拐杖帮衬，但行动已无大碍。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拼，每日创作却从不间断。花开
鸟鸣，阅之有一股清新的幸福感。

王继平老师对山水画艺术的探索钻研，前前后后，整
整用了15年。

外界赞誉多多，他却困惑不已。一次偶然，他试图在
花鸟画和山水画的“边缘”，蹚出一条路。

2000年，世纪之交，他在保定推出了个人花鸟画展，
惊动画坛。第二年，在石家庄展出，又一次震动。

王继平老师的花鸟画面世不久，就陆续参加了第十
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十五次新人新
作展等重要展览，一些重要学术刊物也不断刊载，还参加
了法国巴黎德鲁奥拍卖行的拍卖。

关于王继平花鸟画的艺术特色，德鲁奥拍卖行艺术
总监说道：“这次拍卖活动，中国推荐的很多画家中，王继
平的作品落槌最多。我们之所以认可王继平，有三点：一
是他的画有浓郁的东方韵味，二是有强烈的现代意识，三
是有独特的个人风貌。”

王继平说：现在回头看，这三点不仅是花鸟画，就是
在山水画以及其他绘画门类中，都是适用的。

有评论说他“另起炉灶”，我倒更愿意说他“另起一
行”。因为他非但没有放弃山水画，反而更有突破和新
意。正如他所说：“早期的花鸟画得益于山水画的铺垫，
而最近山水画的突破，则得益于花鸟画的意识。二者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

我相信，有了“另起一行”，王继平老师终究还会“再
起一行”。

他有这个信心，更有这个能力。

□邢 云

一

王继平1961年生人，老家是河北鹿泉。
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花一草，目光所及皆让他沉

醉，让他着迷。家乡的那种自然、清新和可爱，融入了
他的灵魂，融入了他的血液。他说，自己将家乡的一草
一木视为肌肤之毛发，因为家乡赋予他发现美、感悟
美、追寻美的特质。

1981 年，王继平考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
李明久、唐勇力、刘进安、白云乡诸先生，开始系统学
习美术知识。到了大三，全年级 15 人分成两个专业，
王继平所在的国画班共7人，课程的安排有花鸟画、人
物画和山水画。

王继平对山水画的偏爱，正是从这时开始。
最先教授国画班山水画的，是山水大家秦仲文先生

的弟子郜雪鸿。
王继平曾撰文回忆郜雪鸿先生讲课的场景：“什么

是皴？皴，就是干蹭。”老师浓重的山东口音，至今让
他记忆犹新。

二

大学毕业之后，他到了河北农业大学，在数个部门
之间转换角色。他自始至终虔诚地对待艺术，让心态不
游离于专业视野之外。他非常急切地渴望跻身专业行
列，摆脱“业余”尴尬。

王继平前行的脚步一刻也未停止。
“有几家专业院校向我递出橄榄枝，但农大方面出

于学校学科发展的考虑，同时也为我的发展着想，希望
我能留下来。”王继平说，

为此，河北农大成立了艺术学院，王继平担任艺术
学院的院长。一切从零开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
担任繁重的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他仍然延续着
以前的作息习惯，每天早晨六七点就来到画室，创作一
个小时，晚上下班后再来到画室，创作一两个小时。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自始至终对艺术怀抱一种虔诚与崇敬，以一种耐

得住寂寞的耕耘和平常人的心态，守望着自己的精神
家园。

王继平认为，支撑山水画艺术脊梁的，首先是形
式，其次是笔墨，再有就是意境。任何一个画种或者一
种艺术门类，都应该有它的形式感，这个形式决定着作
品的框架，决定着作品的面貌。

笔墨是我们民族绘画深厚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支撑
点，失去这个支撑，“形式”则变得空洞无物。而“形
式”升华为博大的精神，同样离不开支撑。

一次与画坛同仁聚会交流，王继平提笔在一页残纸
上画了一只鸟儿，没想到让在座不少人惊叹连连。他觉
得那时自己的山水画尽管相对完整，且业内不乏赞誉，
但独特的个人面貌却不够凸显，这让他困惑不已。这只
不经意间飞来的“鸟”，将王继平的绘画艺术引入了一
个更广阔的天空。

三

王继平说，尽管他对花鸟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

试，也有着期待，但心里却没底。
在保定首次举办个人花鸟画展览时，他只想据此得

到印证。没想到，画展刚刚推出就引发关注，很快便震动
画坛，评价甚高。人们忽然发现，王继平突然间变了，他
展出的画作不是大家熟悉的山水画，而是花鸟画。

2001 年，王继平在石家庄举办了个人花鸟画展。
召开研讨会时，著名画家铁扬先生的发言让他触动
很深。

铁扬说：“40 岁这个时候，是人生最好的年龄段，
这是让人羡慕的时期，但又是个非常可怕的时期。如果
40 岁还没有建树，没有观点，没有面貌，还不能出类
拔萃，那就相当可怕。”

实际上，这也是对王继平在花鸟画的探索过程中，
间或摇摆不定的当口，一次至关重要的点拨。那一年，
王继平正是不惑之年，正好在这个坎儿上。

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创作习惯等等，形成不易，颠
覆则更难。王继平对自己的艺术思路进行了全方位
梳理。

王继平认为，他的山水画功底对构建花鸟画全新的
“大厦”起到了夯实地基的作用。没有无源之水，任何
企图割裂昨天的行为，都是枉然。

“我是从一个山水画家的视角，以山水画技巧、山
水画家的构图，来审视和创作花鸟画，这就是我和以往
其他传统型画家所不同的地方，而艺术恰恰需要与众不
同。”王继平说。

美术评论家贾方舟先生曾就王继平的作品评价说：
你的花鸟画虽然刚刚起步，艺术个性却十分突显。

四

转型，并不意味着放弃。
王继平虽在花鸟画探索上用力更多些，私底下却没

有丢掉山水画的创作。他的恩师李明久先生看到他转型
后创作的一本画册，对他说：“你最近的山水画十分生
动，千万不要丢掉，要继续画。”

王继平的山水画新作也让不少人感到很有突破和新
意。对此，他认为：“如果说有变化的话,早期的花鸟画
得益于山水画的铺垫,而最近山水画的突破,则得益于花
鸟画的意识。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艺术之所以能够永恒,都要经过淬火和锻打,更何
况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艺徒？”刚开始的时候，作品的
变化的确让人们窥见了稀有的“王继平样式”。但冷静
下来之后，他依然在这一领域不断探究精进。

王继平选择再三沉淀自己，再三打磨自己。静水流
深，沧笙踏歌。当王继平“永无定式”的作品一经展
出，便引起轰动。

2011年,“墨彩风韵·王继平巡回画展”在全国各
大城市展开，他在这批作品中重新整合了自己的绘画符
号，吸收了陶罐、泥塑、石雕、布老虎等民间艺术的诸
多要素，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全新的艺术感受。

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赵贵德先生认为，王继
平把原有的花鸟画结构拓宽了，拓宽的方向特别清楚，
一个是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精神的关联点，另一个是他
把花鸟画的美学取向与民间艺术联姻了。

王继平努力地为我们编织着一个又一个充满阳光的
美好梦想，营构着一个又一个其乐融融的精神家园，让
我们在亲近绘画时，能体会到自然的可爱。

永无定式 常画常新

另起一行

溪水人家

幽谷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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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淡如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