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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骨太行 笔精墨妙
苍岭无声

太行风骨

寄情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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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如歌

太行山高

□邢 云

一

太行，像一条巨龙卧伏在中国大地上。她承载了
中华传统文化豪迈、博大的精神气质，用深沉、雄浑、
壮美的自然之声，走过荒凉、走过悲壮、走过岁月沧
桑，见证着中华民族顽强拼搏、开拓进取、不惧艰险、
奋发向上的精神风采。

太行，是中国山水画的摇篮，她曾养育了一个又
一个画坛巨子。

数年来，河北画院原院长、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麓园画院荣誉院长张国君，带领一批又一批画
家“走进太行”，留下许多精品力作。

而他作为一位山水画家，一直用厚重深沉的笔墨和
雄伟深远的构图，一次又一次地审视太行，书写太行，歌
唱太行。他的作品中流露出的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和
精神力量，让观者感受到一种深沉博大的天地精神。

二

赵县，除了有闻名遐迩的赵州桥，还是远近闻名
的梨乡。

几天前的一场透雨，让梨园漫溢润润的水汽，隐
隐露出一种淡淡的新绿。

又一阵风吹来，树海泛波，梨花如雪。
阳光从树叶里流泻下来，厚厚地铺满梨乡人的小

院，拥着梨乡人酣酣的梦⋯⋯
这时，你站在树下，就会发现每一片梨树上的叶

子都在阳光下轻轻地颤动着，有的枝叶间还结出了嫩
嫩的幼小梨果儿。

我第一次见到张国君，就是在这样的一片梨
园里。

张国君的老家就在赵县，村名东纪毫，属王西
章乡。

故乡是个温暖的字眼，那里珍藏着无数的童趣以
及和蔼可亲的邻里。梨园则更不陌生，甚至可说是

“家”的象征。
静谧安详，生机盎然，一个氤氲着原生态气息的

处所，万株梨树竞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张国君喜欢故乡的梨香，每年都要花费不少时
间，回到老家创作，与画坛同仁交流心得。

三

张国君1957年生人，和同龄人一样，他经历过饥
荒、洪灾等诸多自然和社会的劫难。

孩提时，他就被街坊们夸赞有艺术细胞。他特别
喜欢文艺，经常胡乱涂鸦一般地画来画去，沉迷其中，
乐此不疲。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孩子表达自我的一种原始
形态。

当然，这不经意中也涵盖了对画画的满腔热爱。以
初心为纸，以树枝为笔，或许，这就是一种纯粹的喜欢。

只是，那个恣意奔跑于阡陌之间的小男孩，苦于
不懂得怎么为梦想找到出口。

十几岁时，当地京剧团招收学员。彼时，他正在一
所中学读书，兴趣使然，他几经争取，如愿进入京剧团。

这一待，就是四年。
看似平常的四年，标注了他今后人生之路的

方向。
至今，张国君都很感激京剧团的美术老师。他跟

着那位老师学习舞台美术，闲暇之余，就跟着老师在
画布上涂抹临摹。一个从来没有系统学过画画的孩
子，就这样闯入了绘画的园地。他抑制不住满心的喜
悦，研习、尝试，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日积月累中，终
有一个又一个收获。

时间过得很快。为了让生活继续，那个热爱画画
的张国君，去一家木器厂当了工人。鉴于他的特长，
厂领导让他设计一些图案，还好，这让他不至于脱离
绘画这条路。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懵懂少年再次迎来了
人生的拐点。

一场考试，唤醒了多少人沉睡的梦想。因仅上过
初中，张国君选择考取中专。他进入河北省艺术学
校，选择的专业是老本行：舞台美术。

他在学校里享受知识的愉悦，享受笔墨的精妙。

四

1980 年，张国君毕业了。他被河北省歌舞剧院
录用，从事舞台美术工作。

他在歌舞剧院工作了六年。至今想起来，他对那
段经历充满感激之情。

张国君说，歌舞剧院常常下乡演出，东奔西跑，这
让他眼界大开。更庆幸的是，演出活动一般都在晚上
举行，因此，白天他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用于临摹经典、
研习绘画。

但凡有可能，张国君都会给领导打报告请假，简
单收拾行李，奔赴野外写生，一待就是好几天，甚至半
个多月。

他觉得，写生就是人和大自然交流的一种方式。
大自然的生命通过千百万年的生长造就了许多美景，
用时间书写了自己的千姿百态，而画家可以通过写生
来记录大自然的万般风情。

张国君说，他拿起笔在画布上写下大自然的时
候，常常用心体会它们的精神和灵魂。同一景色，不
同的心情、不同的心胸做出的画作也不同，都有各自
的视角和取舍，有的细腻，有的粗犷；有的注重构图，
有的注重细节；有的写情，有的写景，千差万别。

这就是画由心生，写大自然其实是在写我们自己
的人生，画的是一个人自己的内心。

我们可以想见，那一页页的画作草稿里有他的青
春年少，也有他波澜壮阔的梦想。

五

张国君尤喜往山里跑。他说的山，就是太行。
回眸中华数千年，延绵八百里的巍巍太行演绎了

无数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和优美隽秀、惊天动地的民
族赞歌。

在张国君的印象中，太行山是最美的风景：
阳春，万里长空，山花烂漫；
盛夏，壁映赤焰，青山绿水；
金秋，山果累累、层林尽染；
隆冬，群山披素，垂冰百丈。
奇山秀水、丽洞幽峡、怪石飞瀑、古栈茂林、古迹

遗存、特色村落构成了一幅幅自然和人文高度和谐的
壮美画卷。

览太行之大气，叹自然之造化。太行，成为张国
君作品里最突出的一个主题。

那个时候，张国君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油画作
品，画家安耀华是他的老师，给予他很多专业上的指
导，他在绘画表现技巧上日渐成熟。

1984 年，张国君调入河北省文化厅从事行政事
务，业余依然翰墨润心，丹青做伴。

1986 年，张国君调入河北画院，历任办公室主
任、副院长、院长，坦坦荡荡地走在人生路上。

2016年，张国君卸任院长正式回归“家园”。
弹指一挥，他在河北画院足足干了30年。
这中间，张国君最得意的一件事儿，就是组织策

划了一次又一次的“走进太行”。他说，这个活动的创
意是从画院的角度出发，主要是美术创作和美术理论
研究。写生、采风、创作、展览，至 2015 年，已连续举
办了七届。

“走进太行”活动也得到了河北省委宣传部和河
北省文化厅的支持。张国君说，经过几次活动，画家
都感觉自己的绘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与过去的作
品相比有明显的变化，主要是画家们在一块吃住，一
块创作交流，氛围很好，大家也都很珍惜这个机会。

参与活动的画家来自全省各地。张国君说，“走进太
行”是一个大题目，几年下来，八百里太行差不多走遍了。

对于他本人来说，感受最深的是自己积累了很多
东西，虽然有些现在画不了，但是这种积累很重要。

“艺术创作是潜移默化的，我们为什么提倡深入生活，
因为写生的东西很生动，有时，现场来不及画，但主要
是身临其境，把你的感受体现在画面中。”

卸任之后的张国君较之从前更为忙碌且韧劲十
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脚步匆匆，佳作不断。

想来，很多人的道路都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
远，而后回归，找回自己。

山为静，水为动；山为情，水为性。一节一节的人
生收藏，点滴片断连成长线，他无比珍视自己的每一
步。山水可涤躁心、凝静气。张国君觉得，人生的最
高境界其实都在平实无言的山水之间。

□邢 云

落一方案台，研一方浓墨，泼出一幅湿漉漉的
山水。

沉浸于水墨丹青的气息中，游云卧栖，飘然入寂，
染出一袖清风。

张国君的国画山水，水墨相融，有一股烟波浩渺、
高远磅礴的气韵含蕴其中。

而一张张认真阅去，一种行云流水、顺其自然的意
境渐渐溢满心胸。

但求事功，不事张扬。他在河北画院工作30年之
久，谦虚谨慎，求真务实，赢得了画坛内外的广泛尊重。

一如他的画作，山解水意，水伴山行，既有名山大川，
也有无名山水，“巍巍乎志在高山，汤汤乎志在流水”。

智者谦和，善者宽容，很多时候，他宁可让自己受
点委屈也要为他人着想。

一次午餐，他陪我们几人吃饭。在一个镇上的小
饭馆，他点菜前征求每个人的意见，菜不多但甚精致。
考虑到他最为年长，友人劝他端一端酒杯，意思到即
可。但他唯恐慢待，杯杯高举，杯杯见底。

餐毕，回到他的画室，我提议他休息一会儿再接受
采访。他婉拒，因为要保证足够的采访时间。他烧开
水，沏了一壶茶，我们边喝边聊。

他将山水藏纳于胸，强于己者不卑不亢，弱于己者
平等视之。

张国君绘画对象多是太行，墨色浑厚，峰峦起伏，
树木毕现，气势雄壮，不张扬，不浮夸，传统笔墨的味道
很是浓烈。

古往今来，很多画家将太行山博大恢弘的风骨融
入墨色，笑览风云，睥睨天下。

张国君对太行山有感情，他非常重视写生，善于在
日常的景象中挖掘出不平凡。他不仅自己纵览天下之
脊的壮美和峻伟，还组织燕赵画家走进太行、亲近太
行、描绘太行。

他早年从事舞台美术和油画创作，笔墨技法略带
有西方艺术的影子，倒更加使得水墨本身的苍茫、浑厚
更具东方特质，注重韵致、意味，强调含蓄、蕴藉。

2011 年 8 月，张国君的国画作品《苍岭无声》参加
“根固文脉”海峡两岸艺术家书画作品展，并赴台进行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我注意到，他笔下的那些长在石头缝里的树虽不
见高大，却呈崎岖盘旋之态，与山相守，积蓄着生存的
能量，像一颗颗暗红色的火种，等待星火燎原。

抚摸着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就像翻阅大山的书
页，阅读一种坚韧、顽强的精神。连绵起伏的山脊，像
腾空跃动的蛟龙，披着一身耀眼的光芒，定格成了一个
美丽的图腾。

品读之下，既让人悦目，又让人怡情，更让人养
心。浅喜深爱，寻一份悠然于心，墨韵人生，素心向暖，
浅笑安然。

青山无寂云为伴

溪山清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