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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毫椽笔风中舞 安康随处入画图
———中国当代“十大优秀艺术家”穆家善的秦巴山水情

记者 刘锐萍 陈曦 张妍

穆家善，1961 年生，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中心评审专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书画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 韩国牧园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导
师；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院长；美国蒙哥马利学
院中国画教授。 2007 年，被教育部遴选为“长江
学者”候选人引进回国工作。 创“千毫皴”焦墨画
技法、提出“五墨二十四笔法”理论。有大红袍《中
国当代名家画集·穆家善》等画集及著作 15 部出
版。在北京、上海和美国华盛顿、旧金山等地举办
数十次“穆家善中国画国际巡回展”，作品参加法
国卢浮宫中国现代绘画展，第十二届及第十三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等。被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授予
“中国文化大使”称号。

艺术家简介

南宫山圣境（中国画） 穆家善 作

凤堰古梯田（中国画） 穆家善 作

2023 年 2 月 12 日，艺术家精神———优秀艺
术家作品展暨中国当代“十大优秀艺术家”颁奖
典礼在北京举办，著名画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
究员穆家善因数十年对中国画探索的成就独树
一帜， 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脉承传、 中正大
雅、正大气象，创造了独特的穆家山水风貌，而
荣获中国当代“十大优秀艺术家”称号。

“发现优秀艺术家”系列活动，是人民美术
出版社 2022 年在全国范围开展的一场艺术盛
事，本着不论职称、不论职务、不论称号，作品面
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寻找有社会责任感、 有思
想、有创意、有引导力以及人民群众认可和喜欢
的艺术家。 历时一年，在全国中国画山水、人物、
书法等领域评选出中国当代 “十大优秀艺术
家”。 入选者为中国当代艺术学术界的领军人
物，代表着中国当代艺术的最高成就。

穆家善是一位与安康有缘的画家。 近日，记
者对他入选中国当代“十大优秀艺术家”表示祝
贺，并对他进行了专访。

“安康是一方净土，是个神奇、神秘的好地
方，地貌和自然景观随处都可以入画，让人有取
之不尽的素材。 ”收到来自安康的祝贺，穆家善
感到惊喜，深情回忆起两次来安康的经历，不由
再次发出感慨。

瀛湖的红尾鱼、凤凰山的梯田、南宫山的烟
云、龙头村的民居……一切似乎还未远去，透过
电话那端侃侃地讲述， 记者感受到了一位优秀
画家喷薄的艺术激情和对安康山水人文的诚挚
热爱。

从世界“回到”安康
“今生没来安康，我会后悔的”

穆家善与安康的缘分开始于 10 年前。 那
时，穆家善在旅居美国 18 年后，刚刚回国不久，
在家乡连云港举办了个人画展。 几位安康艺术
爱好者和收藏爱好者因仰慕其大名已久， 前去
观展。 在画展上，穆家善与几位安康“粉丝”甚为
投缘，第一次知道了安康，并对这方藏在秦巴山
深处的山水产生了好奇。2013 年 4 月，应安康友
人之邀，穆家善乘着大好春光踏上了安康大地。

沐浴着欧美的风雨，饱览了世界名山大川，
没想到一到安康，穆家善就被深深地震撼了。 南
北兼容的安康山水让穆家善重新认识了陕西。
当年他在接受安康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来安康
之前，我对陕西的印象，就是一马平川、黄土万
里，真没想到安康人这么有福气，不仅有这么吉
祥的名字，还能享受这么好的自然资源。 ”

乘着快艇在瀛湖宽阔清澈的湖面驰骋，让
画山水画的穆家善兴奋异常。 他被瀛湖的纯与
净所打动，一路走一路写生，并连夜创作出他在
安康的第一幅画《瀛湖风景区》。

时隔十年， 穆家善仍对瀛湖红尾鱼美食念
念不忘。 当年在翠屏岛上，他一口气吃了三条烤
鱼，并还想打包带回北京去。 吃完烤鱼，他兴之
所来，现场题写了“红尾鱼农庄”，希望瀛湖开个
农家风味的馆子， 让更多的外地游客能品尝到
安康美味。

“在汉阴凤堰，看到层层叠叠、依山而建的
古梯田时，穆教授情不自禁地挥毫创作，他一边
接受记者的采访，一边观察山川风物，还一边飞
速不停地绘画。 他思路清晰，表达流畅，说话还
风趣幽默，语言完全是从内心流出的，谈笑间一
幅作品就完成了，画上题词也不假思索、一挥而
就。 ” 陪同穆家善采风的安康收藏爱好者聂晓
明，被他深厚的艺术功底深深折服。

当时在现场采访的安康电视台主任记者程
云也对这一点印象深刻， 她很少见到有画家在
井井有条地回答媒体提问的同时， 又能飞快自
如地运笔作画， 而且创作的是难度很大的焦墨
画。 “他满腹激情，口才很好，我们还没来得及完
全领悟他的‘千毫皴’画法的神奇，一幅生动的
古梯田‘千毫皴’写意画就已经完成了，小小的
画纸，呈现出山川的气势，在场观者无不为之叹
服。 ”

在平利县龙头村， 穆家善触目所及皆是徽
派建筑。 “作为一个华侨，在海外生活了多年，看

到中国的农村能建设得这么好， 村民住着这么
漂亮的房子，我心里就自然有一种想歌唱、想去
传达豪放心情的想法。 ”穆家善一边赞美那些婉
约的民居，一边拿起画板开始写生。

在看到南宫山主峰的时刻， 穆家善像一位
赤子般激动。 当时同行的市文化产业协会会长
孙世福回忆说：“他在南宫山上很感慨地说———
这山就是为我而生的， 我一辈子就是要画这样
的山，终于在现实中见证到了人间福地。 ”

瀛湖、香溪洞、流水古镇、龙头村、南宫山、
凤堰古梯田、三沈纪念馆、后柳水乡……游遍安
康，穆家善无限风光在心中。 在这里，他似乎找
了古画中江南的感觉， 恍惚间似乎回到了艺术
的故乡。 十年后的今天，他依然说：“到安康有误
入江南的感觉， 这里的风景跟我的中国画美学
理念有相似之处， 我的千毫皴技法在这里刚好
得到了印证。 我在安康画得得心应手，很想将这
种情和景铭记和定格。 如果我今生没来安康，我
一定会后悔的。 ”

把安康带给世界
“我始终在向外推介安康”

“安康如果不让外界知道，不让更多的人来
沾染安康的福气， 那么我就觉得你们安康人太
自私了，这么好的地方不能光自己享受啊！ ”穆
家善用惯常的幽默表达对安康的热爱， 安康的
山水人文深深感染着他， 把他变成了安康的义
务宣传员， 总在思考如何把安康最美的自然景
观和最淳朴的人民，介绍给外界。

参观完三沈纪念馆， 穆家善感慨在安康这
样的山区， 能出影响中国进步和发展的新文化
运动旗手，这是多么不易和神奇。 采风之余，穆
家善还来到安康学院做报告。 在以“从世界看中
国画”为主题的报告会上，他围绕“中国传统国
画的现状”“中西艺术价值对比”“如何发现美，
表现美”等方面，将自己在国内外几十年积累的
学术思想和艺术经验和盘托出， 他希望自己的
艺术新理念能在青年学生心中悄悄播种、发芽，
希望安康青年中能多出艺术人才甚至是像沈尹
默那样的艺术大家，让安康的名字传播得更远。

2013 年，穆家善在安康写生那段时间，四川
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了地震。 他当即决定将 8
平方尺整张《南宫山圣境》《凤堰古梯田》连同其
他 8 幅书画，交由安康日报社进行义卖，将义卖
款项中的一部分捐赠给汉阴、 紫阳两地受此次
地震波及受灾严重的学校， 其余款项全部捐献
给雅安灾区。

“安康人民关心世界，世界也必定会关注安
康。 ”穆家善说：“我觉得真正的艺术家不仅要注
重艺术的创作， 而且应该主动承担起一种社会
责任，通过艺术的手段呼吁更多的人关爱生命、
注重环保。 《南宫山圣境》《凤堰古梯田》画的是
安康的景， 也算安康人民为灾区送上的一份爱
心，希望我们安康的福祉能够延绵久远。 ”

几天的采风，时间很短，但却让穆家善与安
康产生了不解之缘。2017 年春，安康人民再次向
穆家善发出邀请。 面对安康人民的诚挚和热情，
也因为对安康的一往情深， 穆家善毅然把他国
际巡回画展的第十八站设在安康。

“穆家善的国际巡回画展，之前都是在旧金
山、洛杉矶、华盛顿、北京、上海、台北等国际大
都市， 他愿意把安康这个相对偏僻的山区作为
一个重要节点，可以想见他对安康的独特情怀，
他是看上了我们这一方山水。 ”孙世福说。

2017 年 5 月 27 日，由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

院中国画院、中国报业协会、安康市政府主办的
穆家善焦墨画国际巡回展·安康展系列活动，在
安康香溪旅游文化广场拉开帷幕， 展出活动持
续了一个月。 这场文化盛事是“第十七届安康汉
江龙舟文化节”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穆家善这
张文化名片，让不少安康市民接触、了解、喜欢
上了山水画， 也让外界更多地知道和了解了安
康。

这次来安康， 他还向汉滨区县河镇欣荣小
学赠送了自己精心题写的 “汉滨区县河镇欣荣
小学”校名和“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
舟”书法作品，表达了一位艺术家对山区学生的
真情祝愿、期望和人文良知。

“国际巡展到安康这一站， 是向安康学者、
安康先贤们致敬， 能把我这么多年在国外的艺
术视野和文化经验带到安康来， 促进安康艺术
的交流和发展，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国
际巡回展来到安康，穆家善还有些激动。

这次画展虽然只持续了一个多月，但穆家善
告诉记者，此后国际巡回展经过的每一站，他都
会郑重其事的写上“安康”，他都会向大家介绍安
康。 跟随穆家善焦墨画国际巡回展，安康这个名
字也频频亮相各大都市，走向全国和世界。

“如果从文化旅游资源的角度上来讲，安康
应该能成为一线旅游城市， 能吸引更多的人来
观光。 安康人民只要下定决心，以文化做底蕴，
安康就一定能够被外界所周知， 安康百姓一定
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始终在向外界推介安康，
我一定会为安康尽上我的绵薄之力。 ”穆家善深
情地说。

融古纳今汇中西
“当古老的中国画融入当代的因子”

两次来安康，穆家善用自己独创的“焦墨千

毫皴”写意画法定格了安康山水气象，令观者惊
叹，也为安康艺术吹来了缕缕新风，引人深思。

穆家善是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人， 早年拜
齐白石弟子陈大羽教授为师。 年届 50 岁时，他
遇到了艺术创作的瓶颈期，突然不想再画画 。
期间因苦闷 ，蘸墨在纸上乱戳 ，却产生了意
想不到的视觉效果和冲击力 ， 瓶颈一下子
打开 ，用笔绵绵滔滔 ，浑然抱朴 ，焦墨千毫
皴就此诞生。 此画法不仅突破了自己的绘画瓶
颈，还大大拓展了中国画创作的疆界，将传统中
国山水画与当代山水画连接起来。 次年，他的焦
墨山水画《石韵图》就被收入高等教育“十二五”
全国规划教材/中国重点美术学院系列教材《山
水画教程》。

中国山水画由很多皴法构成，比如斧劈皴、
马牙皴、米点皴、折带皴、披麻皴等。 皴法相当于
京剧的一种唱法，而一个唱法可形成一个流派，
“焦墨千毫皴”则表现出了当代中国人的精气神
与正大气象。

穆家善曾这样向安康人介绍焦墨千毫皴：
“我创作的焦墨千豪皴，就是改变了传统的毛笔
的使用方法，用西方的一种艺术观点来说，一种
画风的改变或者一种画技的改变， 其实就是一
种新的思想和流向，我的千豪皴，作画时，千豪
齐发的感觉， 正好符合今天我们中国人的时代
精神，有一种自豪感和幸福感。 我们中国传统文
化追求天人合一， 我觉得作画追求的最高境界
就是静， 我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受众一种安
静和谐的意味， 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所在。 ”

焦墨山水难度极大，减少了用水，行笔就滞
涩，易于刻板，难于气韵流动。 在不断的摸索中，
穆家善在《美术观察》杂志提出确立了焦墨千毫
皴 5 墨 24 法 ：“5 墨———浓 、焦 、枯 、涩 、竭 ；24
法———戳、截、顶、拽、裹、写、拖、拉、挤、抽、糙、
刮、锤、扫、鞭、纵、折、驰、徐、挑、破、立、生、发。 ”
他深深体悟到画家一旦从工具的传统使用手法

中解放出来，便进入了一种自由的创作状态，境
界大开，绘画产生新的面貌、带入新的境界。

他作画时将毛笔揉散开来， 运笔之际千毫
齐发、随性恣意，极大地增强了笔线的艺术张力
和表现力。 他笔下的焦墨山水画呈现出空灵朴
拙的审美理想，创造出笔中有象、墨中会意的焦
墨山水新语境， 成为中国当代山水画创作中一
道独特的景观。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先生认为：“穆氏
在焦墨用笔上探寻到了创造的契机， 那就是他
自己创立的 ‘千毫皴’———将毛笔揉散开来，运
笔之际千毫齐发，随性恣意，极大地增加了笔线
的丰富性和表现性， 既可以顿挫柔转， 力透纸
背，又可以如若微风拂缕，精致细密。 ”

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 丰厚的艺术修养和
开阔的视野，造就了穆家善独特的艺术境界。 十
年前， 他就在安康直白地道出了自己的艺术观
点：“既不做古奴，也不做洋奴；既要借古开今，
又要洋为中用。 我觉得艺术无国界，当古老的中
国画融入当代的因子，也就赋予了国际性，能够
为全人类所欣赏。 艺术既不能抱着传统不放，也
不能一味追求时髦而流于浅俗， 当以开放的心
态容纳当今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和文化精粹，要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顺应时代的发展， 喊出时
代的声音。 ”

“十年前，当我从秦岭大山中忽然看到烟云
缭绕的汉江，那画面让我激动不已。 ”采访快结
束时，记者邀请穆家善再次来安康看看。 穆家善
又一次怀念起安康， 他说安康高质量发展得越
来越好，如今已经通航，交通十分便利，有时间
一定会再来看看，再来画画心中的安康。

汉水悠悠，情意如丝。 穆家善在安康探索着
艺术的新境界， 安康的青山绿水和它所孕育的
灿烂文化， 也在像穆家善这样的文化艺术大家
的引领带动下，正款款走向世界。 穆家善与安康
结下的情缘，必将在时光的酝酿中，散发出更加
迷人的文化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