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未来的文艺工作者而言，

书本之外，实践更为重要，他们是

如何看待采风的？

今天，在恒庐美术馆开幕的

“觉行——中国美院中国画与书法

艺术学院在读研究生社会实践汇

报展”，提供一种答案。展览展示

了一百余幅国书院在读研究生的

采风创作，涵盖了学生们近几年下

乡采风的作品。

到了深秋，中国美院的师生们

会带好纸笔画架，背上行囊，从学

校出发，走向天南海北、田间地头，

去山野间采风。数周过后，再背着

一路的收获回到学校，将采到的

“风”种入笔下，种进自己未来的创

作中。

“山水，是因人而异的风景，要

看山觉行。”在外出采风途中，中国

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院长张捷曾对学生们这样说。“觉

行”是什么意思？“就是带着思考和

觉悟、带着问题和研究去和风细雨

躬耕践行与深入生活。”作为展览

的策展人，张捷认为，先觉后行，两

者缺一不可。

以造化为师，以天地为大课

堂，让艺术回归生活日常、回馈社

会，这是艺术教育的宗旨，也是未

来的文艺工作者不能缺少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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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而异的风景

这一次采风，同学们跟随张捷来到了丽水

的缙云县和景宁县，前者可见黄帝炼丹之仙

山，后者可观时思古寺与雪花飞瀑，一路自然

风光与人文风貌都让人叹为观止。

在自然中汲取养分，对陆宏斌来说是每年

必做的功课。求学以来，他跟随导师登太行、

访陕北、问徽州、探湘西、描川渝、绘姑苏；疫情

后便在省内细游，已经走访过雁荡、永嘉、舟

山、岱山、温岭石塘及丽水等地，足迹遍布祖国

的大好河山。山川风物各异，每一次采风他都

会收获新的体验与感悟。

在景宁，面对百米危崖、飞瀑如雪，已经画

过很多瀑布的陆宏斌一种特别的感受油然而

生。

师生一行来到云中大漈景区已经是十月

下旬，正处枯水季，雪花漈的水流已经被上游

的闸口截断了。但当地政府为了方便学生们

采风，特意开闸放了半天的水，于是瀑布如滚

滚雪团、哗然飞泻的奇观得以重现眼前。

“那天我认认真真地在瀑布底下静听流

水，感受颇深，想起了苏东坡的《书临皋亭》：

‘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

愧！惭愧！’”

铺开纸张，对景泼墨，陆宏斌记录下了他

眼中难得一见的云中大漈图景。

而同样是面对时思寺与雪花漈，同样深受

震撼的硕士研究生陈书艺，绘下的云中大漈又

是另一番图景，正可谓“因人而异的风景”。

“采风对我来说不是眼睛看到什么就画什

么，它是一个观物体象的过程，最终要表达的

是自己的心象。”陈书艺说。

采风，是心与景的融合。

“心”从何处生发？或是被景物的历史意

义所震撼，或是为包含的人文情怀所打动，或

是创作者与自然景象产生灵光感应，都需要创

作者与造化之间往还交流。

陆宏斌去年在岱山采风的作品参加了本次

的展览，画中海边礁石坚实挺拔，富有力量。

岱山位于浙江东北部、舟山群岛中部，当

地人靠海吃海。在采风的过程中，除了看景，

陆宏斌还听当地人讲述了煮海制盐的故事，盐

民煮海熬波，创造并改良制盐工艺，劳动人民

的艰辛与坚韧十分打动他。同时，作为临海人

的张捷也为学生们分享了他的经验：望潮，这

种生活在海湾里的小型章鱼，会以生命作为代

价来繁衍后代。这些故事和现象结合着海浪

拍击礁石的景象，给学生们带来了启发。

听完这些再去看海，陆宏斌觉得自己也有

了海边人家的宽博与厚广，看礁石就感觉到了

一种坚毅和力量，于是他将这份坚毅与力量落

在了笔墨上。

课堂之外自发采风

采风写生，看似写景，实则写心，以所见山

河绘胸中丘壑，甚至心至比身至更重要。

张捷谈到，采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行旅

的方式，即人走进山水之间，以足代心；另一种

则是精神的驰骋畅想，或者说卧游的方式，以

心代足，这就是古人的观望方式。

“前人的写生未必都是拿着毛笔对景写

生，更多的是一种内心体验，即所谓的丘壑内

营。黄宾虹看夜山，其目的在于感受天地明晦

的万千变化，是感知的过程并非是纯粹的观

望，是在天地往返之间吸纳自然之气象。”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生活是艺术创作

的源头活水。

“师古人，师造化，师吾心”是中国画自古

以来坚持的原则，是中国画运技、明理、悟道的

重要途径。其中“师造化”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采风是观物与体象的转化——观照物

象、表现物象，我们需要深入生活和自然，去揣

摩形容体貌、林泉丘壑、山花野卉。”张捷讲道，

观物与体象之间就是在解决如何与天地相往

还的问题，它要求我们深入物理，然后用自己

内心的情理去融合、去创造。

要获得艺术创造力就必须回归到大自然，

回归到社会现实，回归到日常生活。“我们从今

天的教学成果展中可以看到年轻艺术家们多

元的学术思想和创新活力。他们在自我觉行

中将有限的笔墨经验投入到无限的生命体验

之中，从而建构独立之人格，创造自我之艺术

精神。”

陈书艺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下乡采风，在课

堂组织之外，大家平日里常会自发去西湖周边

等临近的地方采风。“我个人对园林比较感兴

趣，有一次还专门跑去苏州采风。”

对陈书艺来说，采风可以帮助她打开新的

创作思路，山石树木还会为她寻找新的绘画技

法、表现手法带来启发，自然造化中的营养无

穷无尽。南北西东，山川风物各不相同、各具

韵味，如果有机会，她还希望可以前往青藏，画

一画她一直向往的雪山与天空。

各专业学生拥抱生活

当然，“师造化”不只针对山水画的创作，

花鸟、人物都在自然造化之中；“师造化”也不

只是对于中国画的要求，书法亦然。

书法家、书法专业的学生如何采风？他们

更多地会前往西安碑林等名胜古迹，探访散落

各地的摩崖石刻等，在田野之中访碑寻帖，用

这种方式来观望历史遗迹。师生们通过走访

博物馆等文化活动，与名家真迹面对面，并与

名山大川相唱和，获得对于书法创作更为真切

的体验。学生们的书法采风作品同样在本次

展览中展出。

下乡采风的社会实践活动自然也不仅限

于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暮秋时节，中国美

术学院各个专业的学生都会从学校出发——

绘画学院、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学生们在

导师的带领下走出象牙塔，呼吸田野之风，拥

抱艺术的源头——生活。

画家黄胄曾说：“生活是创作的根、美的源

泉，根深才能叶茂。”在学校之外，文艺工作者

同样不断地往返于山水人文之间。

风从田野来，经过文艺工作者的捕捉与再

创造，将作新风，再拂万家去⋯⋯

本报记者 刘玉涵

张捷（中）与同学们在采风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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