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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当随时代——谈娄师白的艺术及其时代意义

作者：邹跃进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但凡考察文人画历史，便会发现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过程中，题材和风格都产生

了明显变化——从孤傲的脱俗之景、之境、之趣，转向了亲切的日常生活世界。后者以

齐白石创立的“齐派”为代表。而娄师白作为追随白石老人长达25年的入室弟子，并被

齐白石誉为“最好的学生”的当代著名中国画家，在实践老师“似与不似之间”、“胆

敢独造”诸艺术原则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把审美目光投向日常生活，表现“平凡的人

民愿望”。不能否认，作为“齐派”的重要传人，娄师白像老师齐白石一样，在表现平

民化情趣的艺术方式上，仍然要依靠文人画的艺术语汇，以文人的眼光和学识来观察平

民的生活，但是，娄师白之所以能在齐白石开创的艺术道路上，做出独特的艺术贡献，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娄师白的审美创造完全是基于对平凡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热爱。其实，

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对生活世界的热爱，才使娄师白笔下那些常见而又平凡的题材，如

稻穗、向日葵、菠萝蜜、鸭子、小鸡……，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和审美的魅力。  

    很显然，从娄师白的作品我们能发现，作为艺术家的娄师白对日常生活的热爱，是

与他那澄明的体验生活的能力息息相关、相得益彰的。这种能力简单地说就是不把物作

为满足人的欲望对象来对待，而是把其视为天地之造化，具有独立自足之意义的存在

者；这种体验方式，从本质上说又与中国古代文人画家对待自然万物的方式是一致的，

即让情感与对象交汇、合一而达神遇之境界。我认为，娄师白感受对象的澄明心境和对

日常生活的热爱，是使他作品中最普通、最平凡的题材，都能呈现诗化的性质、道德精

神和澄明的本色的根本原因。更确切地说，娄师白艺术作品的感染力，不仅与他对日常

生活世界的热爱有关，也来自他那澄明的心境及其对生活的体验；如果说前者使娄师白

的艺术仍然保持传统文人画的精神品质的话，那么后者则使他能在“齐派”传统的基础

上，进一步发展和开拓文人画新的审美途径，即通过日常生活世界的艺术化，达到澄明

的艺术之境。  

    从艺术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发现传统文人画家们大多体验着失意的寂寥，这便迫使

他们的心灵关闭通向喧嚣日常生活的道路，转而寻求超越世俗的题材，如隐士、渔樵、

梅兰竹菊等，而极少涉及日常生活的题材。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受刚刚兴起的都市

文化影响的海派画家，率先从传统文人的孤傲和清高的人生态度，转向对都市人的世俗

生活感受的表达；而以齐白石为代表的北派艺术家，则以农民和乡村的日常生活感受为

源泉，重建文人画的审美境界。而娄师白则是通过特定的历史境域，在齐白石所重建的

文人画的审美境界中开辟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的。这样，要理解娄师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

的艺术成就，就必须回到娄师白的艺术与人生的发展历程中去寻找答案。  

    1932年，娄师白年方14岁，即随齐老习画。1934年被正式接纳为入室弟子，白石为

其原名绍怀更名为“少怀”（取自孔子语：“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取

号“师白”，以纪念师生之缘。两番为其取名号，可见齐老对娄师白的器重。是什么原

因让大师对娄师白如此器重呢？或许，在齐老为娄师白早期画作的题字中可略知一二。  

    在《雁来红》上，齐老题道：“娄生年少好学，从事不满百日。用笔能见老成，余

为乃翁喜。”在《八哥松树》上题：“绍怀弟从余游不数月，笔情老辣，不一年胸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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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即能事矣。”在《梅花双鹊》上题：“下笔老辣不似青年人作，不易有也。”在

《残荷》上题：“绍怀初学画此，能自创局格，将来有成。”在《菊花》上题：“娄君

之子少怀之心手何以似我，乃螟蛉乎。”上述题字毫不掩饰地表露了白石老人对娄师白

绘画天赋的赞赏。他又在《贝叶草虫》上题道：“娄生少怀不独作画似予，其人之天性

酷似，好读书，不与众争名，亦不为伍。”在《青蛙图》上题道：“少怀弟能乱吾真而

不作伪，吾门客之君子也。”这说明了老师对娄师白人品的了解以及认可，也能够解释

齐老对学生偏爱的理由，同时还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即画家如何能够澄明地体验

杂乱的日常生活，这是因为娄师白具有“不与众争名，亦不为伍”这般内敛含蓄的性

情，方可处乱不惊，从容如水地面对各种杂乱与纷争，并在种种磨难与不平中体会到诗

化的审美意境。  

    当然，娄师白师从齐白石期间，即1932年－1957年，主要是以学习为主。首先是学

会从民间习俗、日常生活中感悟艺术；其次，学会细致观察生活的物象，比如被老师要

求细数鲤鱼鳞片、虾米开始弯的节、牡丹与菊花花蕊的异同、鸽子的尾羽数目等，这也

让娄师白形成了对中国画“写意”概念的正确认知；再次，他长期观摩老师作画，用心

领悟，刻苦练习，其临摹水平连齐老都认为“能乱吾真”。  

    新中国成立之后，娄师白亲自种植蓖麻、稻谷，近距离观察和体验鸭场、猪圈等乡

村生活，他被这些简单存在的事物所打动，触发出了浓烈的审美情感。1956年，其作品

《蓖麻的丰收》参加了“第二届国画作品展”。1959年画了《麦稻丰收》。画面上，普

通生活物品已经被情感化，澄明的心灵之镜跃然纸上，给人以审美的享受。尤其后一幅

作品，稻穗和麦穗一前一后，勾线松动而不失工致，色彩前赤后绿，点染随意，充满天

成之雅趣。画面的笔墨语言也与齐白石的风格开始有了明显的区别。  

    1960年前后，永丰人民公社的小鸭子走进了娄师白的视野。娄师白对这些小生命顿

生怜悯，怜悯它们自顾自地摇摇摆摆走路，却不知道生命要走向哪里？或许，在这些天

真无暇的小鸭子身上，娄师白开始领悟到生命的终极意义。从此，小鸭子成为他后来艺

术创作中一直没有间断的题材。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画有《柳树小鸭》、《鸭场归来

画此一角》、《藤萝小鸭》、《芭蕉小鸭》、《丝瓜小鸭》等。其中，《鸭场归来画此

一角》于1973年参加了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1966年，娄师白被下放

北京南口、团河农场等地，他在艰苦的境遇中仍保持敏锐的审美感受力，对饲养的猪、

小鸭子，以及种植的农作物都成功地进行了诗化的表达。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79年之前，娄师白最重要的艺术作品都是在新

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创作的。众所周知，在此期间，中国画的创作受到社会发展的巨大

影响，中国画的改造和变革也因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而一直未中断过。而从娄师白这一

阶段创作的艺术作品看，我以为从总体上说，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对娄师白的中国画创作

的影响是积极的，这主要表现在这一时代对农村和农民的关注，使娄师白的艺术，能在

齐白石开创的平民化的审美道路上继续向前探索。事实上，从生存环境看，娄师白并没

有老师齐白石那样丰富的乡村生活的经历，但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不仅有了深入农村接

触体验农民生活的机会，而且身体力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与此同时，毛泽东时代要

求中国画反映现实，表达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意识形态，也使娄师白像当时许多艺术家

一样，以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参与当时的社会劳动实践，并以创作群众喜闻乐

见、雅俗共赏的艺术作品为己任。我想说的是，当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与艺术家的内在

精神需要一致时，就会产生伟大的艺术，娄师白在毛泽东时代创作的艺术作品，就是一

个明证，因为它们已成为那个时代最有意义的文化象征。  

    改革开放之后，娄师白的艺术创作进入到了一个为“衰年变法”做准备和进行“衰

年变法”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把1979年，娄师白在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班的讲座

上提出“厚今而不薄古，基中可以融洋”的观点，视为娄师白指导“衰年变法”的基本

   



艺术理念，它表明娄师白的艺术探索在减弱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更加注重个人对生活

的感受；重视笔墨语言、画面构成和各种材料的试验。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娄师

白遍游国内外，因而，广东的菠萝、云南的百合与八哥、漓江的山水、温哥华的枫叶、

泰国的鸵鸟……皆入画来。同时，娄师白也开始尝试水粉、水彩、丙烯等新材料，创作

出了一大批艺术杰作，特别是从他八十岁之后创作的《蝴蝶雁来红》、《冬》、

《根》、《花开天下暖》、《鸵鸟》等“衰年变法”期间的作品看，我认为娄师白的艺

术已达到一个随心所欲、无法而法的新境界，它既可视为对齐白石艺术传统的回归，也

可视为对齐白石艺术传统的超越。  

    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娄师白之所以能在齐白石开创的艺术道路上，为中国画

的发展和创新做出自己的贡献，是与他的艺术创作一直紧随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而

他对生活的热爱和澄明的心境，则是他能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不断发现美和创造美的

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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