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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太武

傳統大寫意的花鳥畫必須以書法入畫的筆墨語言取勝，
這是人所皆知的道理。藝術家用筆墨表現自己面對客

觀的感受時，一定會自然地流露出強烈的感情，如果程式
化的筆墨語言不能達到這一目的，則要敢於嘗試用新的筆
墨手段。
彭太武的勾、勒、點、擦、皴、染技巧，有深厚的傳統

功力，他遵從古人關於筆墨取於物而發於心的教導：寫物
之象，寫自己的心跡。彭太武尊重自己的觀察，他筆下的
物(花鳥)是他取之於客觀自然的象，但帶有相當的主觀性，
為表現這些主觀性的物象，在筆墨中透露出引人注意的主
觀色彩。例如他常用細柔的筆線與墨色的塊面相結合來描
寫物象；又如他愛好用混合色彩的微妙變化與純色加以對
照，組織成畫面，而少用墨線來劃分物體形象的界限等
等。尤其要指出的是，為了表現他心中的物象，抒發他內
心的感情，他更善於在畫面上發揮隨機應變的能力，運用
筆墨的偶然性即興產生的新思緒，果斷地採用新的手段，
補充原來的構思，生發出新的繪畫元素。寫心中物之象與
寫心中之情的結合，賦予彭太武花鳥畫以不同於他人的鮮
明個性面貌。
彭太武在花鳥畫中所表現的時代精神，不是對時尚和摩

登的追隨，不是表面形式的花樣翻新，而是在傳統文化基
礎上有深度思考的創造。彭太武的大寫意花鳥畫得傳統寫
意之精粹，有穩固的根基，同時又敏感於天地時勢之變
化，從古今中外文化和藝術中吸收營養，使作品放出奇異
的色彩。他把構成法融入筆墨語言中，有時用滿構圖處理
畫面的空間，有時以彩代墨強化色彩的作用，有時用超越
特定時空的構圖等等，都是他對傳統寫意法的補充。他的
這種變革，表面上看是繪畫形式的，實際上是通過這些形
式面貌的變化，強化了他作品中的時代精神，體現當今時
代變革步伐和他內心激越的感情，也適應了人們在審美趣
味上喜新厭舊的趨勢。人們常說畫貴在「不落俗套」，這裡

說的「俗套」既指當代畫家作品的千人一面，也指當今畫
家對古人作品的爭相模仿。彭太武的花鳥畫風獨樹一幟，
與古人、與同代人拉開了距離，這在當代中國花鳥畫壇是
很可貴的。
藝術作品的好壞優劣最終體現在境界上，潘天壽說：

「中國畫以意境、氣韻、格調為最高境地。」在繪畫中，意
境、氣韻、格調是抽象的，難以言喻，但其氣息可以使人
有清晰、明確而不是模糊、含混不清的感覺。它們體現在
作品綜合性的語言上，包括取材、筆墨、色彩、章法、構
圖等等方面。具有動的精神氣勢和語言的情致，即在畫面
上的構圖安排、形象處理、線條的組織運用、墨色的配置
變化上，注意氣的承接連貫和勢的動向轉折，以造成畫面
靈動而蓬勃的生機，是意境和格調不可或缺的。彭太武深
諳此理，他特別注意自己作品的氣韻生動。他認為，
「氣，主要指的是力和勢，而韻，則主要指的是情和味。氣
和韻在態勢上是相悖的，但在效果上是互補的。」(同上)根
據這個原則，他努力在語言運用上辯證地變化放與收、張
與弛、虛與實、動與靜、重與輕的關係，使畫面輕盈中有
厚重感，靈動中有力度，充滿韻律與節奏，情趣橫生，顯
示出他豐富的想像力和旺盛的創造精神，也予人以力感和
美感，使人陶冶在他構建的富有詩意的景象之中。
（作者：邵大箴，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名譽

主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美術研究》主編。本文
節選自《寫意、寫情、寫心——彭太武的花鳥畫創
作》，有刪節）

畫 家 本 是 大 悟 人
「悟」在佛教禪宗是一個詰辯不休的話題，中國畫界將「悟」引來

說事，把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論題一股腦交給各自去悟，沒有「悟性」
的人休談繪事。所以從來沒有人敢自我標榜悟性高。可事不盡然，湖
北畫家彭太武竟然刻了一方「大悟人」的朱文印，徹常蓋在畫上，非
常引人注目。
彭太武這方印用得很巧，高妙處在於能讓人很快感悟到畫家那種強

烈的故土情懷。鄂東大別山深處，是中國工農紅軍的策源地之一，僅
大悟一縣就為革命犧牲了十幾萬人，淘鑄出上百位共和國將軍！現在
將軍縣為出了一位名畫家感到榮耀，畫家也為自己是將軍縣的晚輩自
豪，雋永古樸的「大悟人」篆刻㠥幾代人的豪情，為畫作增光添彩。
常言「方寸金石融匯㠥中國畫藝術的全部道理」，信然！
歷三十年不懈努力，由業餘自學修煉為出類拔萃的花鳥畫家，每一

步都是知難而進，其酸甜苦辣，花若有知花濺淚，鳥若得訊鳥驚心。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這是諸葛
先生南畝躬耕的自況。彭太武在曇華林畫廬筆耕，有酒盈樽，三杯兩
盞下肚，倒頭便睡，醒來才是作畫時。他勤奮，是一位多產作家，丈
二巨製、冊頁斗方落筆成趣，十分贊同南齊謝赫「述而不作，非畫所
先」的論斷，認為畫家會講不會畫就變成「話家」了。他不尚高談闊
論，卻十分重視理論修養，善於傾聽各種學術見解，他的日記本記錄
㠥各家各派的宏論，也抒發個人見解。如果悟到一點什麼，則行之於
筆端，每有新進。彭太武畫風豪放，飲中狂態，遠不遜畢卓，近不輸
抱石。提筆上陣，隨心所欲，墨瀋淋漓，抒情寫意，暢懷而己，絕不
拘泥某家某派。依他所見：古今之法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只有兩條，
以骨法用筆，求氣韻生動。觀太武之畫，雄健暢達，浪漫飛揚，豪邁
浩蕩，奔騰開合，交融混響，氣態磅礡，洩造化之秘，奪鬼神之功。
嗟乎！非悟難臻。
（作者：陳立言，著名國畫家、歷任湖北省美術院院長、湖北

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本文節選自《畫家本事大悟人》，有刪節）

彭太武，1957年生於武漢，湖北大悟人。畢業於湖北美術學

院，藝術碩士。湖北省美術院中國畫創研室主任，國家一級美術

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湖北省美術家協會中國畫藝術委員會

委員，湖北省美術院藝術委員會副主任。

長期從事中國畫創作研究，多次榮獲國家級重大美術作品展覽

重要獎項。多次在中國各大城市舉辦個展、聯展。多次赴美國、

日本、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和中國港台地區參加展

覽，並出版、發表作品，其作品被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博物館

和收藏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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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太武

彭太武的畫，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不僅使人賞心悅目、愛不釋手，還引發人們思考有關寫意花鳥畫

的創新問題。他的畫何以有如此藝術魅力，新在哪裡？據我個人的認識，新在具有強烈個性的筆墨語

言，新在傳統寫意精神的現代發揮，新在放縱而不失嚴謹、浪漫而又清新的藝術境界。 ■文：邵大箴

■妖嬈全在欲開時

■風從這裡吹過

■
秋
聲

■清風朗月 ■日影化為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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