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的深秋是最美的，栖霞山深红的
枫叶，灵谷寺金黄的银杏，正所谓“数树深
红出浅黄”，美得令游人忘归。而我似乎
更是喜欢江南的初冬，颜色开始变得不是
那么媚艳了，隐现在天青的烟雾下。一阵
寒风，满山的树梢便开始纷纷退去华裳，
露出的枝干多少显得有点沧桑遒劲，喜欢
这种“晴浦晚风寒，青山玉骨瘦”略带寒气
悲情的诗意。

也许江南从一开始便带有这种愁情
善感的气质，偏偏徐惠泉先生这位土著的
苏州人身上却少了几分的阴柔，多了几许
的豁达。数年前，一种隐在的缘分把傲逸
半生的我收于他的麾下，从此开启了一段
亦师亦友的情谊，并延续至今。不知从何
时起，不经意间便成了他的御用策展人，
数年下来差不多参与了他近年所有的展
览活动，因为给他写艺术评论的名家众
多，也就没有写字的机会。此次展览突然
受命撰写此次展览的策展人语，在领命瞬
间的惊喜中隐夹着些许的彷徨。

徐惠泉先生2020年在苏州大学美术
馆举办个展时，让我给此次展览思考一个
合适的名字，“与时舒卷”瞬间便浮现了出
来。它出自房玄龄的《晋书：宣帝纪论》，

“和光同尘，与时舒卷”。语意最早是源自
老子的《道德经》，“和其光，同其尘”。如
果说“和光同尘”是一种处世的态度，那么

“与时舒卷”则是呈现一种入世的姿态。
其实，这两句合在一起，才是我对徐惠泉
先生的立体认知。在日常中，他的身上还
是难掩吴侬软语江南人的儒雅婉转，经常
和他在闲聊似的交流中就完成了一次工
作汇报，慢慢地和他的关系不知从何时起
便蒙上了一层友情、一份信任。“和光同
尘”的通俗版可能是“上善若水”，这种

“同尘、若水”的姿态也许是他随和形象的
塑造剂，是他画面中那种温润醇厚的内在
基因。我在编辑徐惠泉先生艺术履历的
时候，经常莫名地感动，没有显赫的出身、
没有耀眼的学历，有的是平实无华的脚
印。从通讯员到计生宣传员，从苏州工艺
美校到浙江美院进修，构建了他艺术生涯
差强人意的起点位置。但在他的简历中
之后既没有停顿，也没有跳跃，有的是往
艺术理想挺进的趋态。苏州市美协秘书
长、苏州市文联副主席、苏州市美协主席、
江苏省美术馆馆长、江苏省美协副主席、
江苏省文联副主席、南京市美协主席等
等。在这一连串名衔之间，连续在两个城
市任美协主席却是很罕见的事，内中呈现
的不仅是他艺术上的高度和成就，更是他
散发的人格力量和感召力。此时“与时舒
卷”在他那低调到泥土里的性格之中无时
不在隐现，不卑不亢、不骄不躁，在舒畅伸
展中收放自如、处事不惊，甚至是举重若
轻。这很难，这种坚韧持久的耐力才是徐
惠泉先生的高妙之处和魅力所在。他没
有在“和光同尘”的无为而治中随波逐流，
而是在平和的心境里审时度势、顺应时代
的潮流“与时舒卷”“道法自然”。此境亦
成吾师，受教良多！

此次展览受场地空间之限，没有全方
位展现徐惠泉先生的艺术脉络，而是以他
近年的人物肖像系列为开篇，梳理了“时
代写真”“诗韵江南”“林泉高致”“清风花
影”“墨彩流光”五个主题来展现。从时间
关系上有点倒装的展列，实则是希望从精
神维度上以此来呈现徐惠泉先生高度自
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突显其关注
社会现实、关注时代面貌的人文主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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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地点：江苏艺术馆（南京市秦淮区羊皮巷 新街口文化客厅4楼）

江苏省文化馆“名家名作”系列邀请展首展
——“与时舒卷”徐惠泉作品展

与时舒卷，观画家徐惠泉的艺术心境
■前言

“名家名作”是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的典
型代表，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
的重要内容，也是构筑人民终身美育学校
的重要支撑。自 2024 年 5 月以来，江苏艺
术馆改造升级、全新开放，先后成功举办了
15 场面向大众、别具特色的展览活动，受到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在此基础
上，江苏省文化馆又创新推出当代“名家名
作”系列邀请展、“精英精品”提名展，旨在
以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资源精准供给和品
质多元化的高端平台推荐展示，学经典、塑
品牌、推人才、创精品，不断满足人民大众
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审美需求。

“与时舒卷”徐惠泉作品展正是“名家
名作”系列邀请展的首场展览。

徐惠泉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中国画家，
也是中国画彩墨艺术的杰出代表，他的绘
画艺术风格和笔墨特征具有鲜明的水韵地
域风采和当代人物画的时代高度。惠泉先
生是一位优秀的创作者，更是一位受人敬
重的美术教育家，还是一位美术界出色的
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在担任江苏省美术馆
馆长期间，组织策划了大量高品质、独特性
的展览品牌，在普及艺术审美、活化典藏、
传播理念、完善藏品体系上大做文章，受到
业界专家和人民大众的广泛赞誉，连续多
年荣获文化和旅游部的优秀展览项目。

此次展览，是徐惠泉先生近年来的阶
段性创作，也是他关注时代、关照生活、关
乎内心的精品之作，相信观者一定能够真
切地领略到徐惠泉先生的精神风度、生活
情趣、深沉情怀和生命品格；也能从其中收
获一位人物画家深刻而柔软的内心世界。

文化馆作为最初的“众馆之母”，曾经
的广大艺术家的初乳地，如今的人民的终
身美育学校，将持续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
伟大进程。我们将不断以“名家名作”“精
英精品”彰显文化艺术养心志、育情操的积
极作用，涵养人民大众昂扬向上的精神气
质，培育未来更多的艺术人才、艺术名家，
让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新时代勇往直前。

赵彦国
江苏省文化馆党总支书记、馆长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徐惠泉

中国工笔画学会
副会长，中国画学会
常务理事，中国美术
家协会第九届理事，
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副主席，江苏省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江苏省美术馆名誉馆
长，南京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副主席，南
京 市 美 术 家 协 会 主
席 。 国 家 一 级 美 术
师，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神。这亦是千年来中国传统文人墨客
以风骨定品性高低的标尺，家国情怀
则是界定文人身份的试金石，“穷而独
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北宋的石恪、
南宋的法常、清代的八大、担当和尚等
无不具有这种豪放不羁、忧国伤时、遗
世独立的品性，“死去元知万事空，但
悲不见九州同。”“墨点无多泪点多，山
河仍是旧山河。”所以，此次展览我以

“时代写真”为展览开篇，是希望和展
览“与时舒卷”的主题进行一次精神的
回望，更是希望藉此揭示徐惠泉先生
通过创作“时代写真”系列来描绘时代
精神、为人民造像的文化主旨。

徐惠泉先生的创作历程是非常清
晰的，以工笔重彩而立名于世，身处江
南文化中心的苏州，自然会受到江南
这种独特地域文化的浸润，上接吴门
画派就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唐
寅、仇英一定对其早期的工笔启蒙发
生过内在的引领，沈周、文徵明对其后
期的写意笔墨，古松、竹石等也影响深
远。但徐惠泉先生的艺术语言已经形
成自己的面貌，具有非常明显的个人
辨识度，这得力于他学古而不泥古的
独立学术修为。在与传统的传承与碰
撞中，竭力寻找自己在当代呈现的语
言符号。从其早期的作品中就能感受
到他多元的吸收与思考。毫无疑问，
他受到了南以潘天寿、方增先、吴山
明、刘国辉等为代表的“新浙派”的影
响，北受卢沉、周思聪等老师的教诲也
尤为重要。时隔数十年后，在他策划
的卢沉、周思聪展览的座谈会上，他亦
难掩内心对卢沉先生的追思与感激，
会场几度的哽咽不仅令我们观者动
容，也显现了他敦厚的文化品质之外
深藏的一颗感恩之心，这种品格无疑
会直接融化在他的作品中。所以，在
徐惠泉先生的作品中，给我最大的感
受就是真挚和朴素，正所谓“洗尽铅华
始见金，褪去浮华归本真”。所以，他
的作品中，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是高
士还是仕女，都不见那种甜俗、媚滑。
甚至有点高冷、苦涩与苍拙。他笔下
的仕女系列，具有典型的古典文学的
场景形象，“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
舞醉芙蓉。”这是一种对江南理想境遇
中的想象。而他最具代表性的高士系
列，无疑是他内心深处一种自我的精

神镜像与文化观照，一种对寄身于理想山
林的愿景，“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他
持续描绘古代高士，实质是以一种怀古的
思绪对理想精神家园的虚构与寄望，宏大
尺幅的叙事性描绘，则是他自己内心试图
超越现实境遇的理想精神抱负的外化彰
显。

徐惠泉先生非常注重丰富的墨的运
用，浓墨透明，淡墨水润，把他画面中散逸
的浪漫主义的诗性和水墨的韵味进行了
深度的融合，使他的画面中呈现出一股浓
厚的传统文化意蕴。毫无疑问，用色是徐
惠泉先生艺术特色的另一个亮点，石青、
石绿与胭脂、朱砂等不多的颜色却构建起
徐惠泉先生独特韵味且极具江南诗性的
色彩体系，并最终形成他独特“墨彩”的语
言特色。欣赏他的画时脑子中便会顷刻
浮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极具色彩
感的浪漫情景，也似乎隐身于“人间四月
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诗情画境，只
是简单的石绿、桃红便轻易地把人带到了
充满梦幻画意的江南。他的画是对色彩
与水墨一次大胆的尝试与演进，并运用综
合手段和材料对画面进行了深度的创作，
形成了彩和墨丰富的层次感和肌理感。
中国传统绘画，特别是明清以来，色彩在
传统绘画中仅仅是敷色，似乎墨才是永恒
不变的本体。而徐惠泉先生却把色彩在
他的画面中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注意
色彩的层次感，还同时强调色彩的丰富性
以及韵味。所以他的色彩准确地营造了
属于江南独特的诗性意境，也创造了属于
他自己个性化的色彩语言。他的画面中
另一个特色就是线，他的线是构建他画面
的骨架，画面中不仅有水墨与留白、颜色
的冷与暖的韵律对比。还有线的松与密，
连绵的长线和局促的短线节奏对比，并随
着风格的演进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跟递，最
终形成了他独特的双勾顿线，说是顿线，
其实是他勾线时笔触很慢，有一种顿挫
感，和他的造型语言形成了形式上的呼
应，完善了他画面的朴拙气质。

对徐惠泉先生作品的欣赏和研究需
要一个系统的解析，我只是为观众的赏析
试图提供一点个人的解读。其实，对作品
的诠释是因人而异的事，每个人眼中现场
画面的感受都是一种答案，无须趋同。

最后，我又想起了一句诗感觉很应
景，“松陵高士风骨奇，洒然临流傲沧
浪。”送给徐惠泉先生并示以祝贺！

《听泉伴读》105cm×35cm 纸本水墨 2024年

《大学生徐缘悦》37.6cm×26.2cm
素描纸水墨 2024年

《蕉竹雅兴》120cm×240cm 纸本水墨 2024年

《林泉清韵》180cm×95cm
纸本墨彩 2023年

《碧梧诗思》136cm×68cm
纸本水墨 2023年

《大厨许波》37.6cm×26.2cm
素描纸水墨 2024年

《安保值日》37.6cm×26.2cm
素描纸水墨 2024年

《松泉吟听》105cm×35cm 纸本水墨 2024年

《天池山保洁阿姨》37.6cm×26.2cm
素描纸水墨 202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