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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辛民
原名齐新民，1935年生于

山东淄博。1963年毕业于山
东艺专（今山东艺术学院），现定

居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清华大
学中国画高研班导师，淄博画院

名誉院长、市美协名誉主席，国家
一级美术师，书画家、教育家。

艺术创作从人物、年画、剪
纸入手，以写意花鸟画名世。
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朝
晖》获中国美协主办的首届中
国花鸟画展最高奖，《醉秋图》

入选全国首届中国画展，并入
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
国美术全集》；出版发行有人民

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
代名家·齐辛民》、《中国美术家

大系·齐辛民》、中国当代美术
家系列研究《艺道天成》、河北

教育出版社出版《画中的三
笔》、荣宝斋出版社出版发行
《荣宝斋画谱·动物·花鸟》两卷
等。其艺术成就在央视“收藏天
下”栏目、老故事频道“传承与开
拓”栏目、书画频道、歌华有线电

视“拾箴美术馆”栏目等全国电
视台和重点学术权威报刊作专
题专访介绍。近年，在北京、广

东、浙江、山东等各地举办全国

巡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浙江
美术馆、山东美术馆、天津博物

馆等收藏。

名家短评

廖静文(徐悲鸿夫人)——
我翻开《齐辛民画集》接连看

几遍，一股独特的画风扑面而来，
稳重大方，洗练概括，泼辣大度，富
有感染力，我被齐辛民的画风所感
动。齐辛民的画有深厚的传统功
力和扎实的造型能力，有较深的艺
术涵养和丰富的生活体验，在当代
的花鸟画中已经是很高了。就他
对艺术的真诚、执着和他一路走来
的足迹表明，辛民的未来会有更丰
硕的收获。

鲁慕迅（著名中国画家）——
辛民的大写意花鸟，已由他的

作品作了最好的阐释，我想是不是
可以概括为这么三点：一是大。胸
襟大，气象大，境界大，删繁就简，
言简意赅，“离披点画，时见缺落”，
而着眼于大，又能尽其精微。二是
写。用笔如草书，任情姿性，纵横
挥洒，但写其韵，不事雕琢。三是
意。写自己的感受吐自己的肺腑，
明心见性，画如其人，于当代大写
意花鸟画各家中，独树一帜，走出
了一条自己的路。

刘曦林(著名美术史论家)——
他常常在章法的疏密中，寻求

一种新的空间意味，常常在动物和
植物形象的纵横交错的线型安排
中寻求一种新异的节奏，也常常以
大片大片的冷色、暖色去强调色彩
的亮度和特殊的意境，又通过出枝
走向的转折强调线条的张力和生
命力，这可以说是一种形式上的变
化，但实质上又是他那不断开阔的
胸襟和审美意识更新的表现，是他
拥抱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热情，
是他和大自然物我交融升华的灵
魂。

徐恩存(著名艺术评论家)——
他重造化的启迪，又重心源的

感悟，故在他大写意的花鸟画艺术
中，笔墨酣畅淋漓，却又不失精微
严谨，恣肆纵横之中俨然又见法
度，点线面的组合中“言说”出时代
新意。这使辛民先生成为中国花
鸟画坛重要的花鸟画家，他的作品
展示出承前启后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花鸟画坛，齐辛民
先生是一位有卓越艺术成就的艺术
家。他的花鸟画有扎实的笔墨功
力，深厚的文化底蕴，浓郁的生活气
息和犷放的野趣。可以用一句话概
括他艺术风格的独特之处，那就是
既文又野，不拘成规，独具一格。

我国花鸟画有深厚的传统，传
统经验积累愈深，文气愈足，方法、
规则也愈成熟，这对后人有双重影
响，积极的一面是可以“亦步亦趋”，
掌握成规，便于接近前人成就；消极
的一面是，易使人产生错觉，似乎仿
照古法，便能步入堂奥，而不思也不
敢有所变革和求新求异。纵观中外
艺术史，凡有所作为的艺术家无不
是既谙熟法则、规矩，又敢于破法
则、破规矩的不安分守已者。中国
花鸟画，不论是院体还是文人画风，
千余年来一座座丰碑林立，值得我
们虔诚地膜拜和深入地学习、研究，
但它们绝不是我们模仿的对象。对
这一极普遍的道理，画界并非人人
有所认识，更难说有真正的理解，这
就是我国当代画坛之所以众人面貌
相似的现象比比皆是的原因所在。
而齐辛民之创作与许多人不同，恰
恰就在这一点上。他对画坛风格雷
同现象很早便有自觉的认识，在实
践中不懈地奋力进取，追求画自己
内心的感受，经过长期艰苦探索，终
于取得丰硕成果。

齐辛民自幼爱好画画，但少年
丧母，家境贫寒，经过刻苦努力考入
山东艺专，1963年毕业。当时，我
国美术教育还处于摸索阶段，学院
教学强调实用地为政治服务，主要
传授以素描造型为手段的表现方
法，专业性的国画训练很不系统。
不过齐辛民毕竟受到了一些谙熟民
族传统绘画的名师指导，有心往中
国画的方向发展。毕业后，他被分
配到基层文化馆做普及工作，业余
时间专心研究水墨画，日积月累，获
得不少体会并取得成绩，受到社会
的关注，终于在1986年调入淄博书
画院，成为一位专业画家。

用齐辛民自己的话说，他是“大
半生苦苦行走在坎坷的求艺道路
上”。道路虽然坎坷，但每一步他都
留下了自己踏实的脚印。从学生年

代起，他便以过人的艺术聪慧，受到
同学们的羡慕。而在“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年代里，他也没有放弃对绘
画技巧和原理的钻研，他是有艺术
天赋的苦学派。而这天赋的重要表
现，不仅在于绘画技巧的纯熟，更在
于对艺术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懂
得艺术要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资源，
吸收营养，作画要用心、动情。他对
前辈花鸟画大师从潘天寿、齐白石
直到徐渭虔诚地崇拜，但他十分明
白，要师其心而不是师其迹，绝不能
重复前人的艺术面貌。他从现实生
活中获得艺术灵感，苦苦地咀嚼自
己的生活体验，寻找用异于他人的
绘画语言表达自己的感觉和心境。
他说：“我的故乡淄博是我生长的根
基，我的艺术之根深扎在故乡的土
壤中，是故乡的水土养育了我，故土
难移，脱离就会枯萎。”他作品中的
题材并无特异之处，都取自他家乡
的所见所感，农村中天真无邪的儿
童，他熟悉的花草和飞禽走兽……
齐辛民讲究表达方式，他有不同于
别人的视角，写物象之形，但不拘泥
于形似，而求其神韵。他善于捕捉
和夸张客观对象具有特征的动势和
神态，用刚健有力而富有感情的笔
墨加以描写。在章法和构图上敢于
破陈规，立新意。被他描写的主要
对象或安排在大片空白中，或置发
在有物象的背景中……随意自由，
变化多端，似乎凭一时灵感即兴涂
抹，实则构思缜密，别出心裁。构图
如此，笔墨同样在“放肆”中把握尺
度。所谓放肆，长线短线，自由穿
插，虚虚实实，重重轻轻，曲折顿挫
……墨色不求一般平和、悦目，浓、
淡、干、枯、湿……无所不用其极，求
在强烈变化中大致的协调；他敢于
用色彩，原色、调和色，在有意、无意
间使之与墨的块面形成呼应关系，
技巧高明，令人折服。

绘画创作的奥秘在有法与无法
之间，中外无异，只是中国画运用灵
便的毛笔和较为单纯的色彩，更有
助于作者在这方面施展自己的才
能。齐辛民在看似错笔、误笔中，创
造不似之似、不真似真的境象，说明
他对艺术创作中的一些特殊原理很
敏感，且善于灵活运用和发挥。艺

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创造又
要异于生活原型，比生活原型更生
动、更有情趣和更能开启观赏者的
心智。同样面对客观物象，作者头
脑里会有不同的“真实”观，而艺术
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艺术真实中
的错觉与幻觉因素不可或缺。幻觉
和错觉为艺术虚构提供了资源，从
而使艺术作品获得无法替代的艺术
魅力。当然，不同性格和素质的艺
术家有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运
用幻觉、错觉的方法，掌握不同的虚
构技巧，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
面貌。而齐辛民在这方面似乎有过
人的才赋，这种才赋或许还得益于
他幼年在故乡生活中获得的熏陶，
得益于他对民间艺术的爱好与研
究。

齐辛民坚持凭自己的感受作
画，不追求时尚，不一味追求文雅，
一贯保持不媚俗的性格，使他的作
品自然流露出一种天真、稚拙、质朴
并带有狂野、怪诞意味的美感，呈现
出可贵的异彩。

齐辛民不愧是一位画界的奇
才、鬼才！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

灵韵笔墨 犷放野趣
——齐辛民的写意花鸟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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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花鸟画，为最具中国特色
的绘画品种之一。由齐白石纪念馆/
美术馆主办的“梦想芙蓉”学术展已是
第三届，这次与湘潭市民见面的，是以
花鸟画驰名艺苑的老画家齐辛民先
生，相信大家自会从其作品中读到他
弥笃弥坚的妙艺风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