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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2、3
美学进万家首展——龙腾四海 福满九州·王永顺中国画展
展览时间：2024年3月11日—3月22日
展览地点：十竹斋人文空间（长江路101号南京文化艺术中心二楼）

龙腾四海福满九州·王永顺中国画展 亮相十竹斋人文空间

王永顺

南京市文旅局退休干部。擅
长山水画，师承钱松喦、萧平先
生。现为中央新影书画院副院
长，江苏省美学学会理事，民进中
央开明书画院画师，江苏传媒书
画会副会长。

少年喜弄丹青，历数十年临池
不辍，坚持主题性艺术创作道路，
已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

作品《千禧龙》获上海艺博会
金奖，2012 年 6 月，作品《飞龙在
天》《双龙献宝》《辰巳弄潮》《泰岱
朝晖》《华岳雄逸》五幅作品被选
搭载“神舟九号”飞船遨游太空。

出版有《王永顺山水画集》《巴
山蜀水楚云》《金陵百景图》《金陵
历史名人宅院》《金陵古今寺庙纵
览》《金陵历史典故集粹》等。

春阳煦暖，春与人宜。由江苏省美学
学会、十竹斋画院主办的“美学进万家首
展——龙腾四海 福满九州·王永顺中国
画展”于2024年 3月12日在十竹斋人文
空间开幕。

开幕当天，现场嘉宾云集，高朋满
座。主持人十竹斋画院副院长王园园介
绍本次出席展览的嘉宾，并向各位表示热
烈的欢迎和感谢。

十竹斋画院院长尹苏桥作为主办方
代表向各位来宾致谢，他表示，王永顺先
生的作品非常动人，“从远处看，尽展大气
磅礴；从细处看，其勾皴点染均是一丝不
苟”。

著名书画大家、鉴定大家萧平先生与
王永顺先生是四十多年师生关系。恩师
萧老从艺术领域以及生活层面对王永顺
先生高度赞誉，他说：“王永顺是一个非常
刻苦、认真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可以溯源
钱松喦的传统，在其基础上不断推陈出
新，融会贯通，形成现在独特的艺术面
貌。”

陈国欢先生作为江苏省美学学会代
表致辞。他首先介绍了江苏省美学学会
的四大功能，分别是“研究、实践、应用、
传播”。其次，他表示：“王永顺先生在生
活中为人低调，却做了一件很高调的事
情。将瑞龙送入太空，是非常振奋人心
的。”

之后艺术家王永顺先生上台致辞，他
感慨道，他与十竹斋的缘分颇深，十竹斋
历史传统对其艺术之路影响很大，并表示
很开心五十年缘分在这里实现。

开幕式上，王永顺先生捐赠了具有非
凡纪念意义的鸡笼山下十竹斋景色——
《十竹斋图》，十竹斋艺术集团董事长陈卫
国代表十竹斋接受捐赠，并向王永顺颁发
捐赠证书。

此次展览是江苏省美学学会“美学进
万家”首展，置于十竹斋人文空间，可谓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王永顺先生以瑞龙开
端，启新潮，万象更新。

展览共展出王永顺先生的山水精品
六十余幅。画面气象磅礴，烟云流转。他
酷爱写生，可谓“搜尽奇峰打草稿，锦绣江
山入画图”。他始终坚持主题性山水创
作，其金陵百景主题创作，被萧平老师盛
赞为金陵绘画史上的一大跨越；所绘的东
方巨龙，昂首挺胸，于太空之上尽显峥嵘。

艺文

金陵山水名家王永顺：为山川立传
临摹先贤 致敬经典

有人说，“王永顺的作品充满浓重的
人文关怀、崇高的艺术气息和时代使命
感”，的确如此，他通过作品表达出来的
意境厚重而又深远，印证着历史的往来，
山河岁月，川流不息。画如其人，人如其
画，交辉相融。

三年前，王永顺在自己的髡松堂画
斋自封十月有余，精研细究，临摹了自五
代至明清包括荆浩《匡庐图》、关仝《关
山行旅图》、李成《晴峦萧寺图》、巨然
《湖山清晓图》、郭熙《秋山行旅图》、米
友仁《潇湘奇观图》、赵孟頫《鹊华秋色
图》、王蒙《秋山草堂图》、髡残《报恩寺
图》等在内的九位先贤名家的经典作品
共计一十八幅（卷）。去年，王永顺“致
敬经典”主题展在南京成功举办，所展作
品均是此前他按照原尺寸精心绘制的经
典巨作摹本。对此，其师著名书画家、鉴
藏家萧平先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由衷赞
赏，特为其题书“致敬经典”四个大字。

萧平先生还亲临展览现场并在致辞
中说：“我与王永顺师徒四十多年，眼看
着他一步步成长起来。回顾这几十年他
走过的路，最重要的就是他敬畏传统、认
真对待传统，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擅长写
生的人。结合他的人生经历看这个展览
很有特色，能够带给许多绘画者一些启
示。”尤其需要记录一笔的是，2012年，
王永顺作品《飞龙在天》《双龙献宝》《辰
巳弄潮迎祥瑞》《华岳雄逸》和《泰岱朝
晖》五幅巨作搭载神舟九号进入了太
空。据悉，神舟九号在征集艺术作品时
要求特别苛刻、审核特别严格，重量的精
准、构思的精巧、寓意的精深是经过反复
考量、推敲、测算才定下来的。如果没有
极厚的文化底蕴、没有极深的艺术功底，
是达不到“上天”要求的。王永顺凭借多
年的临摹、写生和创作阅历，夜以继日地
冥思苦想、查阅厚重的文史资料，接受了
多次考验，按时完成了任务。

立志丹青 传习画脉
金陵是王永顺出生的地方，这里不

仅给了王永顺生命之根，还给了他艺术
之源。或许是这块土地孕育了他的才智
与灵气，在王永顺的记忆里，最先让他感
兴趣的事情就是随性涂鸦出内心丰富的
想象，表达自己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主观
认识。

1959年，王永顺出生于金陵一户平
凡人家。虽然无家学可传承、无门第可
封荫，但时代赋予了他不平凡的经历、思
想和情怀，使他有了不平凡的艺术造诣

和人生成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他常到居于堂子街古建之内的同学家里
写作业，因为可以看到墙上的太平天国
壁画，常得其观，遂立下学画宏志。其
后，但凡接触到古旧画本，他无所不临。
偶得数页《芥子园画谱》残纸，如获至
宝；有幸获宋文治先生所赠《萧尺木太平
山水全图》《雁荡山全图》木刻版画两
册，更是爱不释手，至今他仍存有一套董
其昌《秋兴八景图》临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永顺进入工
厂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进一步学习传
统文化和艺术，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
图》、董源的《潇湘图》、巨然的《秋山问
道图》、王蒙的《青卞隐居图》、董其昌的
《秋兴八景图》以及髡残、石涛等人的众
多作品反复临摹，甚至将宋人范宽的《雪
景寒林图》临摹在画室的墙壁上，并给画
室取名“宋壁斋”。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初期，王永顺因对南京明文化有独特
的见解而被推荐到市园林局下属的明故
宫遗址公园负责复建筹备工作。他如鱼
得水，将自己热爱的山水画创作与规划
中的明故宫遗址公园以及南京历史文化
名胜结合起来，设计完成了《南京明文化
博览城》建设方案。他不仅是金陵文化
的探索者，更是金陵文化的实践者和建
设者。

王永顺耗时十余年成功创作并出版
了《金陵百景图》《王永顺山水画集》《金
陵历史名人宅院》《金陵古今寺庙纵览》
等著作，系统完美地呈现了南京这座古
城在历史上独有的景致和文化风韵。尤
其是《金陵百景图》，可以说是王永顺绘
就的金陵山水传记。当代中国画鉴定大
师、故宫博物院首席鉴定家徐邦达老人
欣然书题《王永顺金陵百景图》以肯定他
的努力，萧平先生亲自为之作序：“百图
皆为尺幅，有记载的依据，有写生的基础
传统法则，有想象的空间，技法手段又求
其变，苍茫而润泽，让人览之有物，思之
有情，所以虽小犹大，这么多旧迹新景，
都为百图包容着，古老和现代，相互联系
着、照映着，这不是一部南京历史的缩影
吗？”一笔见线条，一画现美感，百图可
谓知底蕴。《金陵百景图》恰似人类历史
长河里流经扬子江畔的朵朵浪花，给予
我们无限想象的艺术空间。

胸怀山川 立传存世
美是第一视觉，传是现实体系。王

永顺的绘画历程是一条坚持主题性山水
画的创作道路，构建了一个现实主义美
学知识体系。因为他的画清楚地表达了

“我画的哪里”，既可引起观众批评与关

注，又能引发观众共鸣与回味，与观众共
同领会山川之美、共爱祖国大好河山。
王永顺描绘的金陵名胜系列具有鲜明的
特征，《秦淮夜月》《白鹭烟雨》《瞻园巧
秀》《愚园遗痕》都让南京市民倍感亲
切。俗话说：“书画同源”，书法之于绘
画的重要性，王永顺自小便知，他多年来
受教于萧平老师，特别注重研磨和体味
书法的笔法运势对于山水画创作的灵魂
启发。为此，他在历代碑帖的临习上着
实下了一番苦功。隶书《石门颂》《张迁
碑》的飘逸和奇韵、魏碑与晋唐行楷的厚
重和端庄塑造了他的趣味审美，也影响
了他的山水创作。

所以王永顺的《泰岱朝晖》以魏
碑、汉隶笔意为用，体现了“稳若泰山”
的厚重雄浑，营造了“东临碣石，以观
沧海”的宏大意境，让喷薄而出的红日
与巍然屹立的泰山之巅交相辉映。他
的《华岳雄逸》又体现了行草的飘逸笔
触，表现了华山别样的俊俏与昂然。
他把雄峻巍峨与锦绣俊美自然而然地
融为一体，观之犹如飞瀑之下大自然
天籁的交响乐。同时，他于细微处的
枝劲叶茂、亭角飞檐、涓涓水流，皆笔
墨不苟，使欣赏者久观不厌、悦目养
心。他的笔下已有近三百幅金陵名胜
题材的作品问世。他的作品对金陵这
片土地来说，除了有着历史见证意义
之外，还有一种沉甸甸的人文关注。

毫无疑问，在众多以金陵景色为题
材的画家当中，王永顺是最有代表性的
艺术家之一，他也因此被收藏界赞为极
具发展潜力的画家。王永顺创作的《奇峰
竞秀丽 万水争长流》巨作，堪称描绘黄山
的上乘之作，飞瀑、群松、岚雾、秀峰、亭
阁、桥廊、石阶、绿野，无不描摹得精致细
腻、出神入化，跌宕起伏地奏响山川如画
的华美乐章，可谓“恭写”意境无边。多年
来，他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单是
黄山前后就去了二十多次，还前无古人地
在光明顶旁举办了个人作品展。最近十
来年，他以巴山蜀水为主题创作了系列山
水作品，美轮美奂，让人叹为观止。

王永顺本身的真、内心的善，使其初
心就与山川之仁厚、包容、负载相契合，
与自然之大爱、大德、大美相融通。所
以，王永顺的山水丹青无一不是呕心沥
血之作，他用画笔十分恭敬地勾勒千山
万水，仰望摹写，不懈坚持，他以师法自
然、悲悯苍生的心境阐释山势雄浑、川流
不息的哲学意境，拿出自己毕生的精力
为山川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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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