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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风汝韵
□ 刘培国

殷一龙是位青年画家，有艺术个性的青
年画家，早年研学北京。多年浸润于中国水
墨传统，师造化，得心源，笔法、墨法、章法俱
佳，卓有建树，而立之年便深得草书入画的
笔墨趣味、写意之美，形成古拙劲峭画风，实
属不易。

2015年10月，曾以“蓝印花布”与“汉砖
拓片”为主题在淄博举办画展，这是殷一龙
继2013年12月北京市宋庄潞洲源美术馆个
人画展、2014年5月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释
源美术馆“超然外象”个人画展、2014年5月
山东省青州市九州美术馆个人画展、2014
年4月中国书法院美术馆当代书画名家作品
展后，首次回到家乡办个人画展。画展题签

“静心守志”，意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
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用此般心境回归水墨于中华之魂，就像一滴
墨晕染在宣纸上的、静谧的沉静，以回归民
族的调性，融入骨血融沁的精神世界。

“我喜欢画面里有更多生活气息，人都
是在生活里流连，艺术也是。偶然的一次机
会，我了解到蓝印花布的历史与制作，非常
着迷。蓝印花布是汉族的传统工艺，距今已
有1300多年历史。简单、原始的蓝白两色，
创造出一个淳朴自然、千变万化、绚丽多姿
的艺术世界。纹样也是来自底层生活，寄托
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蓝印花布真实
反映了民间深厚的文化艺术积淀，与中国画
有异曲同工之妙。”蓝印花布朴拙幽雅的文
化韵味奇妙地出现在一龙的作品中。睿智
的艺术家总是能从民间一书中追溯到丰富
的文化资源。这种追溯与吸纳对青年画家
尤其宝贵。

的确，一龙有自己的艺术见地：“在中国
当代艺术纷繁庞杂的系统里，还有一群人一
直在古人的造化、心源的不断流变中修炼自
身，水墨创作注重从传统的不断流变中去发
展，去领悟传统的意义。笔法、技法、章法都
是支撑水墨画的重要因素，所以在现在的中
国画教学体系中，传统是必不可少的必修
课。在我的艺术感觉和学习过程中一直坚
持学习传统，从临摹到写生创作，也一直遵
循追寻着这个规律，不偏离中国画精神。这
条学艺之路也并非一日之功，坚持不懈，‘书
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希望我们这一
代人，不断去努力，让传统中国画、中国的国
粹、艺术精神走得更远。”

在一组叫做《春华秋实》的作品中，我看
见评价主办方给出这样的评价：“此次参评
的陶瓷表现主题具较强抒情性；通过抒写

‘我’的思想感情，间接反映了生活；作品以
花鸟釉上彩描写的手法或精工或奔放，又以
使用国画水墨色彩上的差异，来表述作品的
审美价值与意义，不是为了描花绘花鸟而描
花绘花鸟，不是照抄自然，而是抓住动植物
与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而给以强化的表现
和主观表达。既重视真，也非常注意美与善
的观念表现；强调其‘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
的怡情作用，通过创作与欣赏影响读者的志
趣、精神生活，表达我的内在思想与追求；在
画法上，设色较大胆，色彩丰富，带有一定的
装饰意味，更具有陶瓷的程序性；想抒发情
调丰腴俊爽的笔墨，清新奔放的视觉，天真
烂漫的氛围，以表现洋溢着对生活的向往和
憧憬。”

独特的艺术领悟和朴素的审美趣味让
人们记住了这位青年才俊。

一龙由今入古、以古化今不是没有
渊源。

父亲是道家养生研修家，师承中国著名
养生学家、中医学家、玄学家朱鹤亭先生，中
国传统文化修养颇深。朱鹤亭，道号玄鹤
子，国际著名养生学家、食疗学家、中华医学
家、玄学家、武学家。自幼承习受家教，熟读
四书五经，习医、武、堪舆，研习道家养生术。
读中学及在北京大学学习时期，研修中西医
理论，潜修老庄哲学，道、佛学经典。在大学
任教及调科研机构工作时期，利用假期、业

余时间在下农村，走城市，采药、疗疾的实践中，
善于结合中西医理论诊断病症，长期运用食养、
食疗、点穴、针灸、中草药等施治病症历经数十
年，将其大半生的精力投入到治病救人中去。
一龙“静心守志”画展开幕，九秩之年的朱鹤亭
先生，从香港专程来淄博助兴，与书画界名流谈
艺论道。朱鹤亭手书福字“福禄瓶”成为收藏界
的抢手货。

像无数画家一样，一龙无法拒绝陶瓷文化
的熏陶，带着画笔进入陶瓷装饰新天地，这只能
说是陶瓷的诱惑与魅力。

他的转轨得到了朱一圭先生的肯定，时常
面授机宜，一龙继而转向釉上敷彩，解决了青花
与花釉的融合问题，近几年专注于禅宗题材人
物陶瓷绘画，补益花鸟、山水题材，作品呈现内
容的多样性和风格的一致性，国画艺术、彩绘技
艺同步走上新的成熟。一龙釉上彩与朱一圭花
釉联袂创作的“达摩面壁杯”热销艺术品市场。

北方民间传统艺术的质朴、民窑作品的大
俗大雅，涵养了一龙的尚美之心。

“五大官窑”的汝窑，又向一龙传递着人间
大雅。学者认为，如果把汝窑瓷视为一幅水墨
画，“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二句，
便是画上的御题诗。900年前，北宋徽宗皇帝梦
中作画，梦到了雨过天晴，他对梦中见到的雨后
天空那种颜色非常喜欢，就给烧瓷工匠传下旨
意：“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汝州
的工匠技高一筹，徽宗的这道圣旨，并没有难倒
他们，经过无数次的尝试，最终烧成一种特殊的
釉色，而且釉中的小气泡，在阳光下观察，七彩
纷呈，灿若星辰。当真如“雨过天晴云破处”般
的颜色，纯粹而深远，淡雅而隽永。汝瓷遂为皇
家御用瓷器。专家认为，北宋徽宗皇帝好道教，
喜青色，酷爱瓷器，注重浑然天成的道教理念，
而汝瓷的出现使得宋徽宗眼前一亮，天青的釉
色，外观清雅大气，釉面开片自然天成，可以说
汝瓷这种美是这个特定时代文化精神下的产
物，深受宋代文人的审美取向的影响。

资料记载，汝窑瓷釉色共有八种，今人能见
到的只有三种：卵青、粉青、天青。卵青釉颜色
与鸭蛋的青色相似，颜色闪淡蓝，有粉质感，几
乎不透明，也称月白色。釉面存在较浅的开片
现象和少量棕眼。粉青釉颜色蓝中闪绿，比卵
青颜色更深一些，釉层透亮，釉面开片纹路较
深，纹线呈白色，棕眼较多。天青釉颜色呈淡蓝
色，釉色纯正不闪绿，犹如雨后的天空蓝色，釉
面呈现亚光光泽。

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李廷怀，与一龙的父亲同为朱鹤亭先生弟子，一
生沉潜于汝窑研究，历经大病初愈、昼夜不眠、
屡败屡试，终于成功烧制出张公巷北宋官瓷，使
断代800年的汝窑卵青釉重见天日，成为成功复
烧宋代汝瓷卵青釉第一人。李廷怀看好一龙的
求索精神，收在门下为徒。

一龙最初见到师父李廷怀，就被美轮美奂
的汝瓷天青、玉青、卵青、豆青、冬青、天蓝、月白
陶醉了，他的大脑中首先浮起青色底纹画面，谁
说官窑不能彩绘？只是上千年来，画家轻易不
敢为之，一龙敢为人先，开辟新境，乃见胆识，汝
瓷注定要将一龙的新彩绘托举至新的层次，廷
怀汝瓷几千种器型将为一龙提供艺术表现的新
天地。

在一龙陶瓷艺术工作室，我看见桌案上堆
得满满的汝瓷瓶，有的是素颜，有的是敷过彩
的，正等待入窑，经过一定时间的烧制，将会有
更多汝瓷彩绘精品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些汝瓷
彩绘作品，将成为陶瓷装饰艺术的新尝试、新领
地、新境界，丰富近千年来的瓷绘美学，不亦是
陶瓷彩绘艺术的新突破。

第二十二届中国（淄博）国际陶瓷博览会即
将于12月17日盛大开幕，李廷怀将应邀参展，对
话北方陶瓷艺术。一龙作品也将与纪广远、张
道勇、李峰等14位淄博青年工美才俊一起，在

“淄水弦歌”专区重点展示。
经过二次烧成的汝瓷彩绘从窑炉里搬了出

来，再一次见到天光，那些栩栩如生的花鸟，气
息萌动的山水，鲜活如生的人物，在天青色的背
景上有了新的墨韵肌理，文气而简约，不沿旧
习，不落窠臼，是瓷上国画，彩绘新宠。

某日，一位专家闻讯来到一龙工作室，被满
屋汝瓷的韵味所陶醉，拿起一件汝瓷彩绘仔细
端详，说，有味道，堪称齐风汝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