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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存：志于道 游于艺本期特邀顾问 张志国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

艺”，《论语·述而》中此语，说出儒家的

文艺观。作为艺术家尤其是画家的李嘉

存，如果从这条路径加以评价，我认为

十分妥帖。

我与嘉存相识多年，2007年曾有

拙句相赠：“嘉存磊落义超群，艺品清奇

一化人。粉墨欣欣洵乐事，丹青荦荦更

牵魂。神从笔下天机运，朴自书生质性

真。愿得华笺三忆尺，知音共享是长

春。”记得当初看到李嘉存的花鸟画，感

觉是风貌清爽而笔墨厚重，题字书法也

朴拙自然。我后来不断了解到，他的确

下得苦功夫，敢于破志砺志。砺志，不是

简单的立志或励志，而是一个不断磨

砺、推敲、进步以期完善的动态过程。我

有一篇《熟非俗论》，就是想指出“熟”之

不易。欧阳修《卖油翁》所述“我亦无他，

唯手熟尔”，道出“熟”之性质。《庄子》庖

丁解牛寓言所论述的“游刃有余”，是一

种理想状态，它推断了“技进乎道”是一

个熟练再熟练的经历。

嘉存的艺术发展道路是当代一个

佳例。他的身上，验证着“志”的意蕴与

升华过程。“志”是志气、志向、志趣，但

不是一成不变。人之年岁由幼而长，艺

术由生而熟，成就由小而大，人之心志

是日新月异的。对世之贤者大才，尤其

如此；若非如此，也就没有必要“吾道

一以贯之”。

李嘉存喜欢张大千、齐白石、吴昌

硕，当然更追求石涛、八大山人、徐渭

的境界。他天性朴厚，下笔有力度，石

头、树干、竹竿、花枝都能中锋写出。他

灵气十足，公鸡、鹌鹑、八哥、鹭鸶无不

涉墨成趣。他浑身喜气，仙桃、荔枝、樱

桃、荷花色彩鲜活，入眼尽是生机。他

作品雅俗共赏，最重要的追求，无疑是

“艺术优美”，所以，广为收藏家所喜

爱，非无由也。

歌德在《收藏家和他的伙伴们》一

文中，对“艺术优美”给予分析，摆出艺

术真实、美和完整化三个基本要素。以

为“每一个要素都有两个相反的品质

或倾向的综合”，“一个是‘严肃的’，另

一个是‘游戏的’”。且不谈歌德所列的

这三个要素其内涵是否重叠，仅就“严

肃”与“游戏”这两个似乎对立的概念，

就可以开展长篇大论。不错，“艺术”的

概念的确引人深思。英国艺术史家贡

布里希《艺术的故事》开篇即明言“其

实本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而已”，指

出艺术家的社会身份对其艺术价值的

决定作用。艺术品的尊贵，在于艺术家

的尊贵。因此之，“据于德，依于仁”成

为大众普遍认同的艺术大师的必由

之路。“艺术”既然是概念，就允许尼

采所说的“奇装异服更容易被认为是

艺术家”的玩艺术的嬉皮士们的存在。

但是，真正的大艺术，一定是生命的依

据，是心志的塑造，是灵魂的寄托。德

国美学家温克尔曼评述古希腊雕塑

时热情地说，“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

大”———这种艺术风格与思想高度，不

是依靠小情趣的玩耍所能奏效的。

作为艺术家和慈善家的李嘉存，

忙碌奔波于社会活动，可是一旦有时

间能静下来，他立即拿起画笔。“可以

不吃不喝，但不能不画”是李嘉存的名

言。以冰雪之心，行米盐之地。在这个

现实的社会里，李嘉存执着地沉迷于

自己理想而浪漫的艺术世界里。此时

的情态，可以用“游于艺”来形容了：它

既非不严肃的玩耍，也绝非苦闷的攀

爬。李嘉存享受自己创作时的“痛快”，

辛苦而愉悦。禅家“如人饮水，甘苦自

知”的描绘，展现了“法喜充满”和“禅

悦为食”的精神状况。鲁迅先生翻译

《近代美术史潮论》时开始便用了“艺

术意欲”一词，从切身经验而言，艺术

家尽情挥洒时的情况，确属欲罢不能

的；面对笔墨纸素，捕捉未知而神奇的

魅力空间，心底的张力是不言而喻的。

“道”是形而上的，包括了天道、地

道与人道。虽说“道”从概念范畴上有

别于“德”、“仁”或“艺”，但我确信，在

奋力走过曲折道路之后，到达了最高

点，它们是会重合的。这一点符合科学

的全息论和统一场论。换一种说法，就

换一种活法。艺术是李嘉存的生存方

式，是他的人生信仰。不同哲学观点，

只是采用了不同名词，从究竟意义上

分析，它们针对的都是同一个存在。李

嘉存志存高远，有艺接千秋之思。这种

大善知识与大爱，注定“路漫漫其修远

兮”。不过，我愿意作嘉存兄的同道知

音，阔步前行。

崔自默（作者系当代著名艺术家）

编者按：推崇经典，致敬大师。中

国书画名人堂关注近现代艺术大师

及当代杰出艺术家传承创作体系，试

图以专业、客观的报道对艺术家们进

行全方位的解读和诠释，分享他们精

彩纷呈的创作故事，再现他们真实生

动的艺术历程。

李嘉存
1954年出生于北京，回族，国家一级演员，

现任中国铁路美术家协会主席、 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国
伊斯兰教协会委员， 上世纪70年代拜国画大
师康宁先生为师，199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
院高研班， 2004年拜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
生为师。作品多次在中国北京、香港、天津、上
海、哈尔滨及泰国，美国，埃及，日本等地举办
画展，展出的作品被中外收藏家所收藏。其艺
术成就在影视剧、 戏曲、 曲艺等多项领域均
有出色的表现，并取得优异成绩，是一位深受
广大观众喜爱的全才艺术家。

在人与自然之间，花鸟画是一种媒

介，体现人对自然的体悟。从有限的一

草一木、一花一鸟可以体味到自然造化

的无限生动气韵。在花鸟画家张桂长看

来，写意花鸟画应该具备“天人合一”的

艺术精神，并且达到追求物我相忘、彼

此相融的意境。

写意花鸟画的“意境”，寄托于花鸟

形象生发出的丰盈的自然意境。张桂长

的作品在传神写意方面达到很高的境

界，他能够从自然万物中直接获取素

材，转化成贴近生活、富有田园的乐趣

艺术创作。他坚持并倡导花鸟画从生活

中来再回到生活中去的主张。艺术既是

在实践中寻觅，也是在实践中升华，并

在作品中得到诠释。他笔下的雄鸡，或

远望、或怒视、或争夺、或寻觅、或追逐、

或打盹儿、或拥挤、或理羽、或振翅、或

相扶、或对语，各呈其态，栩栩如生，观

之如身临其境，若闻其声。

齐白石先生有过“画贵在似与不似

之间”的名言，张桂长对此理解尤深。

“艺术太似就太俗，不如拍一张写实照

就行了；不似则欺世，缺乏生活的根基，

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张桂长表

示，画贵神似，对具象中之核心精神进

行提炼，形成一种独特的绘画语言，表

达对绘画的理解，寄托对事物的寓意。

尤其是大写意画风，更要注重神似，表

达事物的本质，达到一种画与人思想境

界的高度融合。

绘画贵在创新。张桂长在遵循中国

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牢牢把握中国

画的本质，十多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海域中游弋、探

索。在他的画中，现代艺术造型的特点

与没骨形式的形象抒写以及酣畅淋漓

的大团块墨色泼洒有机结合，作品细

致、严谨，又有简略、概括；细致、严谨的

结构勾勒神韵贯通、笔到意连，酣畅痛

快的泼墨，控制得当、不失法度；点、线、

形、色等各种绘画要素都在“气韵生动”

的统率下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草木之华实，禽鸟之飞鸣，动植发

生有不说之成理，行不言之四时，诗人

取之为比兴讽喻。”张桂长作品的妙境

在于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登临览物

有所心得；在于能兴起人意，寓意在物

象上是有所选择的，并且作画寓意与画

家人品相联系，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他的花鸟画总体上表现出闲适端庄的

情调，兴起祥和盛大之意。

画之于人，各有本情，张桂长的作

品笔精墨妙，曲尽玄微，构建了精妙奇

绝的花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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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贵神似
———张桂长的绘画艺术

北京商报讯（记者 隋永刚）10月18日，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与书画产业

分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大会选

举产生了一届理事会，并选举书法家王维良

担任会长。世界中联主席、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原副局长马建中，齐派绘画嫡传弟子张文

成等嘉宾出席了活动。

成立大会上，马建中向新成立的分会

授牌，向新当选的会长、秘书长颁发证书。

他表示：“中医药与书画的融合将文化、创

意、商业三大元素于一体，集注意力经济、

体验经济和知识经济等模式于一体，是一

种文化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健康产业新业

态，发展中医药书画产业，必将对中医药文

化乃至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影

响。”王维良表示：“中医药书画产业可以说

是一门新兴产业，迫切需要成立一个专门

的组织。中国书画本身已形成了一种独特

的造型艺术，而且还在传承发展，在世界产

生重大影响。世界中联书画产业分会的成

立，将对中医药书画行业进一步规范化，更

好地为大众服务。”

何镜涵写意楼阁艺术展亮相

北京商报讯（记者 隋永刚）10月22日，
“步履寻幽———何镜涵的写意楼阁艺术展”

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共汇聚何

镜涵从上世纪60年代起所创作的山水、人物

等作品近60件，以“写意楼阁”为核心线索，

围绕“玉楼人醉”、“得其寰中”、“寸心千里”

三个板块呈现何镜涵笔下的山水盛境。此

外，展览还设置了“镜涵其影”专区，以此探

寻艺术家山水创作的“步履寻幽”之路。

“楼阁”是中国的独特民族建筑形式，其

形象的绘画作品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墓壁画。

至隋唐时期，以“亭台楼阁”为主题的绘画种

类日臻完善，宋代达到巅峰，形成了独立的

绘画形式———界画。此后，文人画兴起，界画

式微，虽清代仍有著名的界画画家袁江、袁

耀父子，然已难力挽颓势；其后200多年里，

界画已难寻踪迹。

何镜涵的“写意楼阁”山水便是从传统界

画中脱颖而出，是对界画进行的一种开拓性

尝试。早在50年代，何镜涵就对古典楼阁山水

绘画技法与中国古代建筑进行潜心研究；至

上世纪70年代，他成功采用写意技法，将古典

建筑与园林风景完美融合，形成现代写意楼

阁山水新画派，创立了“写意楼阁”山水，填补

了美术史上的空白，被誉为“开宗立派，承前

启后”。何镜涵对中国画变革的执着探索以及

其对传统界画的改良与创作，是20世纪中国

美术现代化转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世界中联中医药与书画产业分会成立

《展万年春》

《独立书斋笑晚风》
《福禄图》

·小隋说画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