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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山水世界，並不是空山無人，而是於無聲中聽驚
雷。」初看李強的作品，人們大都會留下靜謐的印象。他
的筆觸細膩，山的輪廓，水的曲線，雲的迴環，一絲不
苟，但每根線條有骨有筋，有來處，亦有去處，且止於線
條，唯有細看原作，才能感受到他於靜謐中而生的衝擊
力，體會到他對自己作品寥寥數語的詮釋。

李強表示自己並沒有系統地研究過中國傳統山水，只是
憑自己感性的一面在描摹自己胸悶中覺得 「美」的塊壘，
好在這種 「原生」的創作觀，卻依然和中國傳統山水的精
神是一致的，自然和意境連在一起，對意境的迷戀超越了
主體，超越了慾望，超越了所謂崇高。

南京於氣質上兼具了江南的靈秀。平日裏李強展示於人
的多是其安靜、內斂的一面，而在他的山水畫中，人們或
可感受到他嚮往豪邁的內心。李強喜歡北方的大山大水，
迷戀太行的雄闊壯美，在李強經營的畫面中，雄奇的山石
是當然的主體，而少有生命體的留影，幾株纖長優雅的奇
樹枝葉寥寥，半山一間單薄的亭子空空如也，偶爾細細的
泉溪垂泄交織，或是漂泊的雲朵自在打擾都是點綴而已。
下筆冷，線條雖細而有力，專注於架構，捨棄細節，去展
現山石的本真面目。自古以來，北派山水是以宏大的全
景，激昂的情緒來給人以視覺衝擊的，而這些在李強布設
的畫面或情境中都被消解了，畫家將自己克制的爆發力綿
綿不斷地轉換成了一種凝煉潔淨的氣息。

李強曾表示自己寫生，從不是簡單地再現風景，得來的
素材和感受，都要經過消化、思考再轉換、提煉成自己的
繪畫語言元素。李強尤其強調畫畫時內心氣息的流動，追
求的是表達精神和情感，他堅持只有有感於精神，才能表
現出客觀物象在內心所激發出的感情，然後把它融於作品
的主觀形象和意境當中，所謂 「貴情思而輕事實」。這種
方式讓他的創作具有了表現性的當代意味。他所表現的，
既不是傳統山水更不是西方風景，他試圖用某種抽象性來
賦予山水現代性的意味，體現出極簡的形式感和理性的秩序
性，而畫家或亦由此與紛繁喧囂的真實生活保持了距離。

工筆重彩出身，李強在用色上有過相當豐富的實踐經
驗，擅於在濃墨重彩中表現光與影的變化。轉向山水畫
時，他選擇的是低飽和度的淡色，顏色簡單卻不單調，竟
然有了一種現代感的柔和與優雅，與嫻熟的筆觸結合之
下，賦予了畫面簡約之美。磚紅、鵝蛋青、高級灰，喬治
．莫蘭迪花了一輩子的時間研究 「時間與空氣對色彩的影
響」，通過捕捉那些簡單事物的精髓，使自己的作品流溢
出單純、清新的高雅感，以及一種讓人想主動融入的寧靜
與和諧，似乎永恆就在他所描摹的一瓶一罐之中。就這一
點而言，李強的目標亦是如此。

西畫對景寫型，中國畫臨境寫心。李強用極簡極淨的造
型與色彩，擺脫傳統程式的束縛， 「我並不關心傳統的
『三遠』（高遠、深遠、平遠），我只畫我覺得舒服的，

美的。我享受這個過程，在此中，我覺得一切都是自由
的。」李強因此表達着自己在當下的世界觀，卻也在一定
程度上激活了傳統的自然觀。這亦印證了李強為什麼專喜
奇石，筆剛少柔，奇石的輪廓、結構內部本身又充滿了嚴
謹的秩序，不需襯托而成立。這裝飾感的藝術效果其內，
更值得玩味的是畫家寄託其間的主體精神。所謂仁者樂
山，不需要更多外在事物來錦上添花，水會斷流，花草會
枯萎，只有山石不會開口，但自有其平靜穩定，寬容仁
厚，不為外在事物所動搖。

李強笑說以前的領導曾經說他是個 「冷臉」，耐人尋味
的是，後來李強本人一度擔任了南京中國畫院副院長一
職，卻又被同事評價是個 「寬厚熱心的人」。再後來，他
辭去了官職，亦在遠離南京市中心的郊野，換購了私院。
人生每一階段，都會面對不同的選擇，人或許都得翻越幾
座山丘，才能真正了解自己，但這真是一件值得祝福的
事。

因受妻子，同為畫家的吳濤影響，李強夫婦向佛而堅持
食素十多年。其實無所謂哪種生活方式更高級，很多時
候，人正是通過自律而獲得了另一種自由。

每個藝術家一生都在與形式作鬥爭，李強自言 「既不刻
意追求變化，也不固守不化」。峻嶺綿延，越過山丘，但
看一生涓涓意願，如何僥幸匯成河流。

國家藝術雜誌 吳南瑤

讀古往今來之寫山，恕我孤陋寡聞，唯有毛澤東主席的
〈十六字令〉最讓我稱絕：

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捲巨瀾。奔騰急，萬馬戰猶酣。
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
無人能過之氣勢；無人能擋之戰勇；無人能勝之壯志。
觀古往今來之畫山，恕我聞疏見淺，李強此幅《山高水

長》也堪稱一絕：但見群山沉默，一層一疊，一疊一層，
層層疊疊，莽莽蕩蕩，似家族中沉默威立身擔重任的祖
輩，又似五千年淵源以柱天地間。

觀之，有氣吞山河之魄，卻無咄咄逼人之狀；有巍峨磅
礴之象，卻無嶙峋險峻之迫。流水似鳳游龍騰，生生不
息；群山如吞吐大荒，橫絕太空！山高水長，心不高山如
何高！心不遠水如何長！非宅心仁厚之人，出不了如此渾
厚作品。一派雄渾厚重，鬱鬱茫茫。真所謂天風浪浪，海
山蒼蒼。 文：吳濤

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抒懷，於中環觀海，繪世間

山水，意暢九洲，情滿香江，快哉快哉，不亦樂

乎。

由榮寶齋（香港）有限公司、美國中國文化藝術

基金會主辦，中國國家畫院藝術基金承辦的 「尚彩

．李強繪畫藝術展」將於六月二十一日在香港中環

皇后大道中2號，長江集團中心3樓302室榮寶齋（香

港）展廳舉辦。此次畫展是金陵（南京）大家李強

先生在香港的首次個展，畫家高度重視，精挑細選

了各類題材的精品力作共48幅，完美呈現畫家的繪

畫面貌。在這些作品裏我們可以感覺到李強於靜謐

中產生的衝擊力，也能體會到他對自己作品寥寥數

語的詮釋，更能感受到畫家將自己克制的爆發力綿

綿不斷地轉換成了一種凝煉潔淨的氣息。他的創作

具有了表現性的當代意味。我們相信通過這次展覽

會有更多的人喜愛李強的作品。

歡迎賞鑒！

中國國家畫院藝術基金

越過山丘

工筆重彩出身，李強並不是一開始就畫山水的。上世紀八十年代
從南京藝術學院中國畫專業畢業，李強以優秀的創作成績和畫得一
手漂亮的工筆花鳥而被南京中國畫院選拔為專職畫家，其後專攻人
物。那些年，雲貴高原大開大闔，吞吐萬象的地理風貌，當地少數
民族原生態的集居景象吸引了李強，畫了很多大山大水點景人物的
工筆重彩之作。轉向山水題材，李強說是一件自然生發的事，也或
者是水到渠成。青年時代畫西南少數民族風情畫，是內心澎湃感情
的表達，亦在繪畫技巧上做好了積累。刪繁就簡從一種角度而言，
是人到中年的情緒流露，另一方面，山水早就植根在中國畫的基因
中，畫山水是每一個中國畫家的精神所託，世外桃源。

李 強 簡 歷

李強，男，1965年1月生於南京。1988年畢業於南京
藝術學院美術系中國畫專業。同年8月進入南京書畫院
任專業畫家。曾任南京書畫院（金陵美術館）黨支部書
記、常務副院長、副館長。於2014年4月辭去所有行政
職務。現為南京書畫院專職畫家，國家一級美術師。中
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江蘇省美術家協會理事。南京市美
術家協會副主席。

作品曾入選第八屆全國美展；首屆全國中國畫展；第
二、四屆中國體育美展； 「鑫光杯」迎澳門回歸中國畫
精品展（獲佳作獎、1999年）；2001年江蘇省第二屆山
水畫展（獲佳作獎）；第六屆江蘇省體育美展（獲佳作
獎、2006年）；江蘇省第三屆山水畫展（獲銀獎、2006
年）；第四屆全國畫院優秀作品展（2007年）；江蘇省
人物畫展（獲銅獎、2007年）；2007百家金陵畫展；江
蘇省改革開放30周年美術大展獲創作獎（最高獎，2008
年）。2009百家金陵畫展；第十一屆全國美展中國畫展
（獲獎提名）；第十一屆全國美展壁畫展。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周年江蘇省美術作品展（獲優秀獎
2014年）；第十二屆全國美展版畫展（2014年）。第十
二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暨中國美術獎．創作獎、獲獎提
名作品展覽（2014年）。

1992年 《江蘇畫刊》第十期發表作品7幅
1996年 《美術》第12期發表作品一幅
1996年 《江蘇畫刊》第12期發表作品2幅
2001年 《美術界》第6期發表作品4幅、論文一篇
2005年 《畫刊》第二期發表作品8幅、論文一篇
2010年 《李強畫集》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2011年 《收藏與投資─李強工筆山水專輯》
2013年 《畫眼看世界─南非》

由安徽美術出版社出版
2014年 《收藏與投資─李強重磅專輯》

（南方出版社）
2015年 《獨墅．謐境─李強工筆繪畫作品集》

由河北美術出版社出版
2016年 《邊緣─李強工筆重彩作品集》

由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出版

2000年 作品《遠山》被江蘇省美術館收藏
2005年 作品《南京大屠殺》被中國美術館收藏
2010年 作品《蘆笙．蘆笙》被中國美術館收藏
2016年 作品《永樂大典》（合作）

被國家博物館收藏

主要發表：

國家收藏：

■高風動秋聲
138x35cm

■蝶戀花
150cm×40cm

■溪流欲盡水聲微
139cm×33cm

■無雲水自清 33cm×139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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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風松風歇 33cm×139cm ■晴雲萬里開 33cm×139cm

■■李強李強

■亭亭出水中 140cm×37cm

■轉經 37cm×29.5cm ■藍天 46cm×34.5cm

■

天
風
浪
浪
海
山
蒼
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