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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当代著名书画家赐稿合作。欢迎海内外同行与收藏家来电、来函索取资料。

   笔墨当随时代，市场同样反映时代。经过十几年的历练和摸索，崔兆礼在大写意花鸟

创作上，可说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语言，目前正处于精力充沛、得心应手、笔到神来之际，

其灵性之笔和艺术潜质已为国内认可。时值黄金期创作的精品，应该说是极具收藏价值的，

升值空间很大，值得藏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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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寒陀，辽宁凤城人，1951 年生。现为安徽黄宾虹美术馆馆长，黄山国画院特聘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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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国风画院由深圳大雅文化投资有限公

司 出 资 创 办， 成 立 于 2009 年 10 月。 画 院 内

设展览厅及画家创作室，是集书画研究、创作、

交流、展览、收藏为一体的非盈利性社团组织。

     本画院常年对公众免费开放。免费为艺术

家、 社 会 团 体 及 企 业 提 供 各 类 书 画 展 览、 学

术研讨、艺术沙龙及公益活动等场所。

     深圳国风画院，非常愿意成为藏家交流的

理想平台，画家走向完美的精神家园。

开放时间：10:00——18:00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 2012 号

              罗湖文化公园中心楼二、三层

电     话：+86 0755 82222606

网     址：http://www.kwokfung.com/

邮     箱：info@kwokfung.com

邀 您 共 享 艺 术 盛 宴

    《国风》画刊是中国国风出版社有限公司创
办的具有艺术欣赏性和收藏性的高品位画刊。
    《国风》画刊以推广书画艺术、培育书画新
人、 展 现 各 类 艺 术 精 品 为 宗 旨， 学 术 和 市 场 并
重， 向 广 大 读 者、 艺 术 家 及 藏 家 展 现 一 个 绝 美
的艺术世界。

品味 鉴藏 精致 权威

诚邀当代著名画家赐稿合作

欢迎国内外同行及收藏家索取

   “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處——綜觀崔兆禮

先生的作品，其筆墨簡約，形象生動，意境清朴，在隨意揮

灑之中給人以美的享受。他的筆墨雖遠取“八大”，但又不

似“八大”般冷逸蕭條，而是蘊含著一種情趣，其一點一線，

一濃一淡，無不彌漫著無盡的情意。通觀其畫，猶如一曲曲

點線瑰麗的交響樂，既與西畫構成相通，又暗合中國傳統審

美境界，乍疏乍密，大開大合，可謂妙不可言”。

崔兆禮的作品大多以小品為主，其中花鳥、山水絕大多

數來源於靈感所至，即興所作，其形象鮮明，清樸而生動。

中國畫所繪之境為意境，所道之形為意象。品賞崔兆禮先生

的畫作，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濃重的傳統筆意及水墨韻味：他

所描繪的寒鴨，讓人們品讀到了畫作中的孤獨；那些仿若自

由遊動的魚兒，讓觀者領略了一絲空靈、律動；而其作品中

常見的那只孤鳥，讓我們領略到了在大寫意創作道路上他走

過的艱辛歷程……以大寫意的手法詮釋繪畫藝術的真諦，雖

著墨不多，但寓意深刻，這就是崔兆禮和他的大寫意留給我

們的遐想。

   “窮靈何必求脫早，夜雨遍岩自成溪”幾十年的藝術創作

實踐中，崔兆禮先生的足跡遍及神州的山山水水，他師法造

化，感受時代的脈搏，善於吸收、嘗試、並注重靈感和想像

力，形成了獨特的藝術個性及深邃的繪畫語言，使花鳥形式

上具有了更高更深的意境。我國著名紅學大家馮其庸先生觀

看崔兆禮大寫意作品後，欣然揮毫題詩曰：“縱橫隨意有無

間，似影如形如夢遠。痛眼狂歌醉眼看，憑君妍醜一開顏。”

這既是對崔兆禮這位藝術家的鞭策和鼓勵，也是對他藝術創

作的高度評價和總結。

墨趣

    姚建宏 

2011 年 09 月 15 日



               字寒陀，别署皈心岩舍主人，1951 年生。现为安徽黄宾虹美术馆馆长，黄山国

画院特聘画家。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进修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近三十余年从

事中国画创作，以大写意花鸟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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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历史以及哲学等方面的人文素

养，以意境、气韵、格趣为最高境

界。其中，意境是画家精神气质、

感情意念的流露；意境的营造需要

画家对艺术的充分理解和正确领

悟。而大写意尤以笔墨果断凝练老

辣、气势清爽明豁灵动为上品。中

国文人画鼻祖王维《山水诀》云：

“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

性，成造化之功。”崔兆礼的大写

意花鸟画具有很浓重的传统意笔水

墨韵味，从中可以理出清晰的传承

脉络，其中蕴含的情愫，飘扬的文

采，展现的是一个现代派新文人的

古意情思。从整体面貌来说，他的

画重笔墨表现，放弃对客观物象的

逼真写实描绘，以书法用笔表现入

手，以章草笔意入画，俨然遵守着

传统文人写意画的笔墨秩序。但见

其间诗意灵动，意趣盎然，一种纯

粹的宇宙情怀和生命意念暗含其

中，令人观之神思遥想，心胸豁然。

　　然而，在内在结构和形式意味

上，崔兆礼又融汇了更多的个人思

维和审美意识。在表现手法上，他大胆地将艳丽色彩

与传统的点线面有机地交错起来，通过构图重组、平

面构成、水韵、墨色、色彩和运笔而产生的肌理等综

合手法的渗化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彩墨语

言，使花鸟形式具有了更高、更深远的意境。这可说

是他致力于从传统题材和水墨中寻求现代艺术品格的

纵架横构，从而表达个人绘画理念的一种收获。尤其

在当代中国画倾向于重工笔轻写意、重色彩轻笔墨、

重制作轻内涵的囿见之时，他的现代构成方式更能体

现他对中国画的独特构思和体悟。其作品布局空灵，

气度恢宏，水与墨晕，笔彩相生，在淋漓酣畅中显示

巨大的生命张力，把传统形式转化为一种现代构成，

营造出生动简括的意境氛围和平中见奇的奇妙空间。

在其充满张力的画面中，白眼看人的怪鸟已然有了一

种淡然从容的味道，天地还原为混沌之初的天地，生

崔兆礼以大写意花鸟见长，被美术评论界称

为当代“极具创作实力的艺术家”之一。他先习

素描，后学国画，再研油画，在笔墨运用和色彩

构成方面积累了较为深厚的功力。

   纵观崔兆礼的作品，笔墨简约，形象生动，

意境清朴，随意挥洒之中常常出人意料，怪异奇

绝。他的笔墨远取八大，却不似八大般冷逸萧条，

而是蕴含着一种新的禅机意趣。那一点一线，一

彩一墨，无不弥漫着无尽的情意。通观其画，犹

如一曲曲点线块面的交响乐，既与西画构成相通，

又暗合中国传统审美，境界乍疏乍密，大开大合。

晕开的彩墨和笔势盈然生动，飘飘渺渺间，墨气

氤氲，浓淡干湿，虚实明晦，妙不可言。

　　文人写意画的意蕴更多地是依托于画者的文

命也回归到最本真的状态，无欲无念，无求无

妄，无语无声。而画家所做的，不过是在笔墨

奇纵、明快淋漓的渲染中感悟生命的纯真天然。

　　笔墨当随时代，市场同样反应时代。经过

几十年的历练和摸索，崔兆礼在大写意花鸟创

作上可说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语言，目前正处

于精力充沛、得心应手、笔到神来之际，其灵

性之笔和艺术潜质已为圈内认可，时值黄金期

创作的精品应该说是极具收藏价值的，升值空

间很大，值得藏家关注。

             乐添：亚太艺术品投资战略研究中心首席执委                               

          资深艺术市场研究专家

收放自如的大写意花鸟画
                                            ——崔兆礼的彩墨空间 文 / 乐添

左图 69cm×69cm

右图 43cm×3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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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69cm×46cm
右图 34cm×3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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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之審查報告中所言“所謂

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

一境界。”如果單就線條筆墨、造型章法的外在

形下去解讀兆禮的作品，非但不夠，當屬未著門徑。

李日華在竹懶論畫中言“繪事必以微茫慘澹為妙

境，非性靈廓徹者，未易證入。”話中明示妙境

乃知者真賞。惲壽平在南田畫跋中亦言“寂寞無

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亟宜著筆。所謂天際真人，

非鹿鹿塵埃泥滓中人所可與言也。”以上今古三

家之言，非是清高孤傲之態。兆禮的畫，由物象

到意象至心象，從容無礙，獨心隨意。其過人之

處恰是他作品中所滲露著若即若離，恍兮惚兮的

“微茫慘澹”，“寂寞無可奈何”的難得之境。賞者，

未與之處同一境界，豈能觀其心象之道。

   崔兆禮，不是關進畫室埋頭不出的畫家，數十

載風雨人生，他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數以千計

的觀物取象，心與象合的速寫記錄了他氣格高清

的心路歷程。在時間與空間，在物即我、我既物

的心與象合的任運自在中，漸江的題畫詩句“餘

雪凍鳥守梅花，爾汝依棲似一家”，為我們道出

了一個不粘不著，不塵不染，逢苦不憂，得失隨緣，

默契造化 與道同機
      ——崔兆禮心象再讀    

                 文 / 周濟成

   我喜歡喝茶，尤其是夜闌人靜，獨坐書齋。不

過，今夜卻有所不同，我是在茶韻中晤對著兆禮

的近作，一幅、一幅，慢慢的品咂，就如同咀嚼

郁達夫的詩句“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的境味，愜意，愜意極了！

   還是在五年前，我與馮其庸老先生、郭子緒先

生、劉墨先生及樂添先生，為兆禮的大作畫集撰

寫了詩跋序文。時隔五年，再次展對兆禮的新作，

無論是山水、花鳥其境界更加幽深靜寂，清遠閑放。

兆禮是入道之人。就其書法的線條韻味，在當今

書壇亦少有堪匹者。故其以書入畫，可見玄妙。

他青年時就

學魯迅美術

學 院 國 畫

系，後至中

央美術學院

油畫系。多

年的美院培

養打下了堅

實的文化基

礎和繪畫基

礎，而這，

不但沒使他

在日後幾十

年的創作中

陷入物象的

泥淖，反而

開啟了他的

心智，衝破

了物象的法

障。通會之

際，一入物

即是我，我

即是物，物

我兩忘，天

人合一的大明境界。宋儒程明道說“仁者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

   對文學及畫史、畫論，書史、書論的深研和對

傳統哲學、美學的不斷探求，使兆禮的書畫與傳

統文脈緊密相接。其一水一石，一花一鳥無不蘊

含著生命光芒的哲思和強烈的現代意識。他的心

氣兒之高，湧動生髮出他的筆墨語言在其山水花

鳥中處處活現而氣象萬千，並穿越了千百年時空

與石恪、梁楷、法常、雲林、玄宰、八大、擔當、

漸江、弘一、賓翁、白石老、石壺靈府相契，與“一

月印一切水，一切水映一月”的禪家語境相契。

吾國文化之偉大，在於它常借助于平凡事物來映

照一種人格精神和人文理念。面對兆禮的畫，兆

禮的心象，不由得讓我想起當年陳寅恪先生在馮

左图 70cm×34cm

中图 43cm×24cm

有餘不盡，意在言外的兆禮的心象真諦。也是兆

禮以視覺的筆墨感知為我們詮釋他的心象世界。

豐富的生活閱歷，文化閱歷，精神閱歷構成了他

深厚的文化積累和審美理念。先天的心氣兒與後

天對南北地域文化的汲取吐納，形成了他心性中

粗獷與細膩的雙重性，使他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構

築自己心象的天地裡俯仰自得，靈奇別構。無論

是混莽蒼涼的山水，還是簡淡玄遠的花鳥，皆如

石濤雲“混沌裡放出光明。”

   對傳統文化的體驗，對人生閱歷的體驗，對精

神家園的守望。六十載風塵，一路走來的兆禮先

生，又何嘗不被八大的“大禪一粒粟，可汲四海水”

的天地大境所感染而縱浪大化，游心于太玄之中

呢！

                                                                  

                二 0 一一年歲初於乙久齋

右图 28cm×4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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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画家中全心从之者甚少。尽管画史上（尤其

明清）出现过不少小品的精作，甚至出现了“八大”

这样的简笔画楷模，但这种画风，似乎总是时尚

大潮旁的一丝溪流，孤寂而宁静。寒陀偏偏选择

了它，并且苦其心志，孜孜以求。

   从寒陀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上寻古人的源头。梁

楷、朱耷的痕迹依然深嵌其中，这在他追求笔墨

的情调和构图的韵味时都表现得很充沛。但寒陀

毕竟是生活在 20——21 世纪的人，当代生活的烙

印和现代开放意识必然更是他必须承载的。所以

在他的作品中又隐含了诸如马蒂斯、康定斯基的

因素。这样，他的小品虽然题材依旧是花鸟鱼虫，

但已绝非是前人的面孔，已经脱离了那种追求笔

墨的小情趣，构图的小契合；而进入了创造视觉

元素整体冲撞力和架构的阶段。点线更具有符号

化，透视更趋向平面化，色彩更逼近临界化。这

在他独具特色的静物小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在

这样的作品面前，你已经很少感觉到传统简笔水

墨的古风，而更多沐浴的是当代文化的气息。所

以看寒陀的画，让人反复揣度的不是画中的视物

到底是一只鸦雀还是一块石头，而更多的是这一

块墨或哪一块白给你的感受带来什么。你得到的

是视觉整体的快慰感和精神层面的惬意度。至此，

你可以说，你有点读懂寒陀了。

   如果你再有幸看过寒陀做画的过程，对品读他

或许更有帮助。别人已经放置很久就要弃之的洗

品读寒陀
                           文 / 曹守佳

   寒陀（崔兆礼）的画我看了不少，不论是水墨小品还是干笔

写生山水，抑或被其称之为大写意式的油画。我总是在那些作品

氤氲迷离的境界里徘徊挣扎而不能自拔。这令我费解，他的画从

来没有大题材的所谓力作，甚至你都看不出他曾为之呕心沥血，

好像“吟”一个字，没有拈断数径须式的营造痕迹，但你的目光

就宁愿被其锁定；你的灵魂就甘受被其攫取；你的感觉就任意被

其沉醉。你忽然发现，你已经变成了寒陀作品的审美奴隶。

   这一定是神经上出了什么问题，否则怎么会和那些恣意妄为，

荒诞无章的墨迹产生共鸣？此言差矣，只要谁能够静下心来，品

读进去，这种感受都会有的。我们就从其建树已深的水墨小品开

始吧。

   传统意义上的小品，常是文人画家玩弄笔墨的遣兴之作。因

其题材小，尺寸小，笔墨少的特点，很难成为画家的扛鼎力作，

左图 27cm×34cm

上图 70cm×34cm

下图 70cm×3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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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水，对寒陀来说是上品的高汤。他认为

“宿墨”里浸润的气息，是任何人工也调

教不出的，其实这已经超越了对绘画工具

的理解层面。他在呼啸行笔之时，时有忤

逆怪诞之举，那笔触走得很是别扭；但他

的理解是，顺畅的笔法很难创造出奇绝的

气势。这也远不是对技法上的一般认识。

画作题款，既是作品的精妙之处，更是画

家的得意之时。寒陀书法老道，韵味深厚，

其称之深受郭子绪老先生妙笔通灵。也难

怪，这些字题上之后，会与画面浑然天成，

妙似孪生。其实有些字很多时候并不是为

给人认的，作为画面的要素之一，其具有

完整的不可分割性。所以常常让人有种不

知是款识充盈了画作，还是画作丰富了题

字的迷惑。这也绝非仅仅是构图上的造诣。

画至极处，爽然大笑，弃笔离案，破门而出，

形态狡黠而狂悖，则更难以用性情使然所

能蔽之。这些都是深远的历史文脉和纷繁

的观念意识，凝聚在一个不甘平庸的画者

身上撞击和冲突的必然结果。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寒陀和他的画。平

心而论，大凡是业内行家，如果不带偏见，

都会掂出寒陀水墨的份量。据我所见，越

是大家，越对其作品评价有佳。这使得寒

陀对自己的努力有些许快慰。真正的艺术

行者，一生其实就是一程孤独的苦旅，常

常形影相吊。在当今绘画行当，还有多少

不为市场行情所动容的偏执狂能固守一方

自己圈划的净土？直行的寒陀有时也要侧

目。作品与生活、深度和宽度不能两全的

窘境，也掣拽着他的衣袖。但我看到的是，

寒陀的手臂在些微的震颤后又奋然挥洒，

萱纸上喷薄出的仍然是那些他永远也追求

不竭的充满意向的精神世界。于是在他的

笔下，又一次出现了他自己的写照：一只

孤独的寒鸦，蜷卧在池塘边。“拣尽寒枝

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愿更多的人能认识寒陀，他会感觉暖

些。

                                                                                                                                                      

                   2008 年元月  

                 于黄海岸知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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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意要求符号，没有符号就没有了艺术，

艺术要写意，而非写实。可谓“真实山溪，

看似梦幻，水墨写景，乃是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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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49cm×36cm

右图 51cm×51cm



40 41

75cm×147cm

69cm×148cm

85cm×69cm



42 43

1
3
8
c
m
×

6
9
c
m

38cm×35cm



44 45

51cm×51cm

6
8
c
m
×

3
3
c
m

     陈 子 说：“ 绘 画 通 心 灵， 需 得 机

趣”。 又 说“ 绘 画 是 精 神， 是 高 于 物

质 世 界 的。”“ 守 精 神（ 形 而 上） 是

艺 术， 守 物 质（ 形 而 下） 时 技 术， 守

物质越守似越非，守精神似非却是。”

最精微的道理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

石 壶 先 生 把 性 智 和 量 智 的 关 系 内 在 的

思 想 感 情， 技 术 灵 性 之 外 在 形 式 和 技

术的关系道个明白，可谓由技入道了，

他 的 心 量 是 无 穷 的。 是 有 器 识 的， 敢

发 别 人 不 感 发 之 语。 他 是 我 最 倾 心 的

艺术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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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從天降硯 15.5cm×10cm×2cm

收藏价：￥33,300 元

收藏价：￥118,000 元
★　石品：天青、冰紋、金線、銀線、石皮。

石質純淨、滋潤、細膩、幼嫩。

★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蜘蛛又名“喜蛛”，

也謂之喜子、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

親客至，有喜也。在唐朝宮中的嬪妃如能

見蜘蛛，就認為當夜必能獲得皇帝的恩寵，

因此被視為吉兆，人們把喜蛛喻吉光。硯

石上的蜘蛛從高處掛下，象徵喜從天降。

★　文房四宝中有砚 , 其中广东肇庆的端

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首。而稳居众坑之首

的坑种，那便是“老坑”。“老坑”于唐

初开采，“老坑”砚石开采极为艰难，故

非常珍贵。老坑砚石石质优良、品位高雅，

呈紫蓝色，质地温软、幼嫩、细腻、致密、

纯净。是砚石中的上上品。

鉴

珍

藏

宝

鉴

珍

藏

宝

40cm×40cm  13kg多子多福

★　此木雕據越南黃花梨原木依勢而雕，雕工細緻精巧，木紋清晰

柔和，木雕上的童子栩栩如生，桃子、佛手、石榴、靈芝惟妙惟肖。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佛手代表幸福安康，桃子代表“壽”, 石榴代表

多子多孫，靈芝代表吉祥如意。此木雕表達著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象徵著幸福長壽、吉祥如意、多子多福。

★　越南黄花梨，是红木中最珍贵的树种之一，结构细而匀，材质

硬重，强度高。其制品不变形、耐腐、耐久性强，且色泽优美，条

理分明。因其需要成百上千年的生长期，极难成材，而木材存世量

不断减少，故而异常珍贵，升值非常快。黄花梨亦称“降压木”，《本

草纲目》中叫降香，是一味中药材，功能活血行气。室内摆置黄花

梨木雕，久之可清新空气，淡淡木香令人心旷神怡。



浪
漫
胜
地
柚
柑
湾

★

深
圳
国
风
画
院
艺
术
家
创
作
基
地

0
7
5
5
-
8
4
4
0
0
8
3
8

深
圳
市
龙
岗
区
南
澳
镇
柚
柑
湾
度
假
村

柚
柑
灣
度
假
村
，
對
於
崇
尚
自
然
，
返
樸
歸

真
的
書
畫
藝
術
家
來
說
，
這
不
僅
是
一
個
洗
滌
身

心
疲
憊
，
激
發
創
作
靈
感
的
理
想
去
處
，
還
是
一
個

四
季
都
能
移
步
易
境
的
寫
生
勝
地
。
是
人
們
享
受
休
閒

浪
漫
，
蜜
月
、
度
假
的
首
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