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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黄格胜小品画之趣

◎吴浩
摘要：黄格胜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山水画家，在山水画创作和写生领域有较高的素养和水准，尤其他的小品山水画笔

墨精妙、逸趣横生，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赏析价值。黄格胜小品画的趣味性可以从笔墨、题材、造型、点景、落款，这几

个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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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画作为独立的一种绘画形式，审

美特征和表现风格是相对独特的，小品画

的“小”指的是尺幅小，一种表现形式，

但它并不来自大尺幅绘画作品的缩小或截

取，“品”才是画家所追求和表达的东西，

在方寸之间去营造一种精妙、有趣的美感。

虽然小品画尺幅小，表现力不及大画那样

壮阔，但依然能够表达出中国画所讲求

的意境和情趣，也更加容易表达画家的

艺术追求和审美的独特性。通常的小品

画有尺幅小、个性强、注重意境、重抒情、

强调趣味性的特点，做到小而精，观之

让人流连忘返。往往小品画的创作是画

家对某种事物突发灵感，想来表达情感

和想法，所以画面中流露了画家的生活

情调和审美追求。

黄格胜先生的小品画作品就富含情感

和意趣，小品画创作是他绘画领域重要的

一部分，他勤于写生，佳作迭出，他用独

特的笔墨语言和朴实率真的画风表达出自

己的内心世界，他常说“无情莫作画”，

正是因为喜欢它爱它，才会去画它，表现

广西风光的秀丽源于他对家乡深深的情感，

心中有情感画面中才会有意趣，所以“意趣

具于笔前， 故画成神足。”黄格胜先生的

小品画中没有荒凉、凄清的出世感，有的是

朴实、清新、阳光的气息，是广西地域风貌

的真实展示，也是黄格胜先生对广西山水

发自内心的感受。因为有了这种自然纯真、

不加修饰的自然美，让黄格胜先生的画风

充满意趣，“趣”是一种文化，一种心境，

与“情”有深深的渊源和联系，故“情”

能生“趣”，有“趣”才动“情”，在“趣”

的表达上黄格胜先生有很深的造诣，通过

他的画面构造不难看出他对“趣”的理解。

一、笔拙墨趣

“有笔有墨谓之画”，清代花鸟画大

家恽南田认为笔墨是构成中国画的主要元

素，中国画的灵魂和精髓在于笔墨，然而

好的笔墨要有韵味和意趣，故“有韵有趣

谓之笔墨。”黄格胜先生所遵循的是传统

绘画理念，仍然注重对于笔墨的表达。笔

是骨，墨是肉，二者要均衡自如，又不相

互冲突，黄格胜先生用笔朴拙而沉稳有力，

干湿浓淡变化得体，墨随笔生，相互交融，

作为画面中线的辅助，温润而空灵，所以

他所作的小品画仍然有很高的趣味性和可

读性。李苦禅先生说：“画到高处是写，

写到高处是画”，黄格胜用笔的秘诀是书

法，黄格胜先生善于用书法中的用线去表

达物体形象或质感，这些用笔的习惯是有

意无意贯穿在作画过程中的，是画家素养

的体现。故在他的画面中，不难看出他对

于线的要求，其行笔有力、富有节奏，如

锥画沙、金刚杵，用笔中锋，兼用侧锋或

逆锋，用线较粗、墨色较重，表达出古拙

生动、苍茫浑厚的效果，所以他笔下的山

石、树木、古寨都富有质感和历史沉淀的

气息，这是他不同于其他画家的，他所表

达的壮美广西，那种浑厚、苍茫的质感与

气息和他的用笔追求是息息相关的。在作

品《暮归》中，他摒弃了艳丽、媚俗的弊端，

追求淳朴、率真的画风，强调墨色的对比

和韵味，用线苍劲有力、变化微妙，让点、

线、墨、色有机结合，树、石头、房屋的

用线各有不同，不仅能够表达物体本身的

特征，也促成了画面中的虚实疏密效果。

栅栏和船篙墨色较重、用笔沉稳，又富有

节奏和变化，打破了石头墨块的平面，这

就是他在他的《叙画》中提到的“纵变横

化，故生动焉”；支撑房屋的木柱用线较

粗，墨色较重，直中求曲力避直硬，显得

松动自然，落于石路旁边，虽然只有几根，

却有力地支撑了上面的房屋，颇有潘天寿

“造险”与“破险”之妙；巨石作为树的

背景，用线干涩且墨色较轻，是为了做虚，

丰富了画面层次。这些用笔营造了一种自

然、欢快的气氛，仿佛在跳跃、奔跑，让

画面富有生机和趣味性。

潘天寿说：“画事以笔取气，以墨取

韵。”气韵的营造直接来源于笔墨，而“画

事以得墨之神情为难。”墨之“神情”的

关键在于墨的变化，黄格胜先生的小品画

不仅用笔变化无穷，用墨同样胆大多变，

具有创造力，正是因为他这种敢于“玩”

墨和随心所欲的境界，所以在他的画面中

不乏墨趣。他在小品画写生或创作中对于

墨的运用和表现也格外重视，落墨大胆同

时也细心收拾，在画面关系处理中不仅强

调用墨本身的审美性还要去强调其中的呼

应关系，墨的应用和表现不仅本身是读者

赏析画面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对画面虚

实处理的一种方法，细看他的作品可以看

到用墨之丰富，生动且巧妙。“墨之气骨

由笔而生”，黄格胜先生在小品画创作中

更加注重笔墨的融汇和交替，用墨的同时

借助了用笔的气骨，富有变化又趋于整体，

虚实相宜，在他的画中可以读出“苍茫者，

山之气也，浑厚者，山之体也。” 黄格

胜先生画气苍茫浑厚，有很强的可读性，

也得益于用墨之气骨。

   

《暮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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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晚了早回家》

二、题材淳朴、造型别趣

美术评论家苏旅先生在其著作中写

到：“在黄格胜众多山水作品中，我们不

难感觉出那种活生生的带有童年印记的、

平民化的日常生活氛围。” 小品画题材

广泛，具有随意性和创造性，黄格胜先生

就善于把生活中的题材运用到小品画的创

作中去，画面不仅不土不俗，而且具有很

浓郁的生活气息、田园气息，增加了画面

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在绘画题材上黄格胜

先生运用广泛，如古寨、农田、石桥、草垛、

小船、竹林、芭蕉等，甚至一些破败的亭

子和小院都是他表达的对象，他是“将一

切统一在一种并不媚俗而又通俗的现实之

中”，他之所以善于表达这些生活中普通、

自然的景都是源于他有份真实的情。所以，

从黄格胜先生绘画的题材来看，就可以发

现他是一位入世的山水画家，以一种乐观、

热情的生活态度去寻找画面中的情趣，他

在《不谈体会》中写道：“她的古老朴拙，

参差错落，变化无穷，使我对之如痴如醉。

尽管我早已遨游过大江南北、三山五岳，

黄河两岸，回头看还是喜欢画自家山、自

家水。”一切景语皆情语，让黄格胜先生

痴迷于广西特色绘画题材的是他那颗赤子

之心。

黄宾虹先生说：“天地之阴阳刚柔。

生长万物均有不齐，人力补充之。”人应

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弥补原本自然所或缺

的东西。在画事中，无论是写实还是写意，

物体的塑造都离不开造型，人对于造型的

理解各有不同，黄格胜先生就取法于似与

不似之间，在他的画面中融入了他的理解

和追求，让画面更加生动多变，更具意趣。

他所描绘的对象，无论是寨子、山石、树

木等等，造型无一不鲜活，体态无一不生

动。在作品《放学晚了早回家》中，作为

前景的树向右曲折而上，挺拔俊秀又不张

扬，中景中巨石与房屋向左倾斜危而不倒，

更显生动，“势”转向右边，而右下角有

粗木作为支撑且落于重石之上，“势”又

趋于平和，由此可见黄格胜先生是造“势”

的高手。对于物体造型处理尤为讲究，他

说“民居最忌画平，要注意利用屋顶的宽

窄形状来蓄势和造势，用来打破画面的呆

板。”黄格胜先生善于抓住物体的某一特

征，进行放大夸张，通过变形、放大等处

理，让形象更加独特更具趣味性。

三、点景生动，落款风趣

“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

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

得渔钓而旷落，此山水之布置也。”出于

宋代画家郭熙所作的《林泉高致》，小品

山水画的点景是为了更进一步表达情感和

主题，还能增加画面趣味性和丰富性，所

以小品山水画点景是“活气”的重要来源。

黄格胜先生在小品画创作和写生中就尤为

注重这方面，他笔下的点景十分丰富，如

放学回家的小孩、扛着锄头的农夫、撑船

的渔民，还有小狗、牛、和飞鸟等等，都

围绕人们的生活展开，具有浓郁的乡土气

息，其用笔简而生动，意在笔先。“高情

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后世乃为滥

觞。”小品山水画随中国画发展而发展，

落款是中国画形式美的一部分，一个好的

落款对于整幅画“气”的把控和对“意”

的理解有很大的提升，不仅可以充实画面

内容，还可以丰富画面层次和境界。在黄

格胜小品山水画中随处可见古朴的吊脚

楼、高低不平的石桥、石头上深黄的草垛

等等，都是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充

满了画家对地方的感情，他的落款也是如

此。黄格胜落款语言幽默，田园气息浓厚，

如《放学晚了早回家》《告诉奶奶好消息，

期末考试得第一》《放学带牛一起回》，

充满了童趣和农家气息，容易把读者引入

一种亲切、熟悉的场景中去，还为整幅画

的意趣添色增彩。

黄格胜先生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家

乡，用“心”和“情”去表达山水画意趣

的画家。对于生活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

绘画题材的表现往往来自生活中的某一个

细节或美妙的一瞬，他用自己敏锐的观察

力和高超的表现力给读者带来一个具有浓

厚人文气韵，也充满“意”和“趣”的丹

青世界。张大千认为艺术是感情的流露，

为人格之体现，真正的画家的作画动机一

定是出于情感的表达和心情的托付，所作

之画才有情感，才充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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