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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潜心性 尚水智者
——品位时代女性宫建华

初品优雅

初听宫建华的名字，凭本能意识，以为这是一位男

性画家。再观赏她的画作，大多以女性形象为题材，画

中温绵滋润的女子，略带谷怀清幽的硬朗旷韵，看着朦

胧的画韵，我总会徘徊在是伤春、还是赏春、或是更多

的别的东西的思考之中，耐心咀嚼，最终也没能释怀心

中纠结之惑，这也许就是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在。

给她致去第一个电话时，才得知自己大错特错，而

且了解到她还在做着重彩画的创作，记者立刻便有一

种舒怀心中郁结的畅意，难怪那时对她的画会有一种

画感迟疑之困。无论在电波里还是面对面，宫建华给

人的印象是温和而恬静，但是这只是她的一面，她的另

一面应该是非常坚持和坚硬的。

安静应该是一种自由、舒适和自如的状态，而这种

状态恰恰是绘画创作的最佳境界。宫建华就是一位有

着 自 由 、舒 适 和 自 如 气 质 的 艺 术 家 。 宫 建 华 身 高

170CM，气质高雅，十指修长，集漂亮潇洒与才华于一

身，谈吐优雅又不失龙江女性的开朗洒脱。她每一言

每一行十分严谨干练，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这位早已

功成名就、桃李满园的师者总是温婉和蔼地笑着，彼此

之间不经意的化解了陌生。

步入宫老师的家，宽敞明亮，古色古香，一缕袅袅

的茶香轻轻飘散，一方宽大的画台，一幅未完的画稿，

一张色彩斑斓的书案，一摞修改中的书稿，依然勾勒出

宫建华的大部分生活。她请人给自己的小茶室题匾

“尚水居”，整个房间缭绕着茶韵幽香。在生活中，她是

激情跳跃者，带给她的朋友和学生以七彩斑斓的阳光；

整理画作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沉浸痴迷，让人不禁羡慕

她从辛勤中得到的幸福，引发出对艺术的尊重。

多味人生

宫建华，祖籍辽宁，1959 年 6 月 5 日生于哈尔滨。

尚在少年时，她对绘画的热爱及家人对她的支持让她

走上了自己喜爱的绘画之路。

宫建华经过三年的努力于 1979 年迈进艺术殿堂。

从少年学画的艰苦到三次高考的磨砺，可以说宫建华

的艺术之路并不平坦，能够一路走来并收获颇丰一是

源于热爱，二是源于坚持，而她性格中韧性的坚强、热

烈的执着、沉静的深刻使她掌控了人生的方向，把握住

了每一次机会。

90 年代，她的作品在画坛上已有了个人色彩，对人

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诱惑力，这不仅是因为画中具备

了中国传统工笔重彩画的审美内涵与表现技巧，更重

要的是她创造了一种带有鲜明个性、唯美主义的新形

象样式，并且融入了现代形式美的元素。

宫建华现在担任哈师大艺术学院国画系主任、副院

长、博士生导师，并在工笔重彩和人物画等领域有着卓越

的研究成果。宫建华除在学校中从事教学工作之外，还在

社会担任杂志主编、美协副主席、人大代表等多种职务。

她曾写过一篇小散文《朝夕碎语》，在文中她以细

腻的笔触，白描的手法勾勒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她说：

“其实工作对很多人来说是很美好的事情，这个美好不

单单是一种个人享受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体现着他向

上的勇气，不懈的精神和自我价值。这些使我日日有

充实感，这个世界就属于自己，融于它，与其相映，便乐

此不疲。”她以塞北女人独有的大气和睿智把握了生

活，并幸运地从事了自己热爱的绘画艺术工作，她把教

学、行政、创作安排得井然有序，她爱美、爱花、爱猫，以

审美的视角看生活，以诗意的眼睛读人生，所以匆忙、

充实而富有幸福感。

享受寂寞

“人的一生要做好一件事，已然不容易”。宫建华

游走过二十多个国家，看过太多画家的生平，经历了许

多苦辣酸甜、悲欢离合之后，心态渐归于宁静。人的精

力有限，选择了艺术，就不能与虚名同行。艺术是神圣

的，需要很多时间来沉潜，正是这样纯粹的爱和劳动延

续了艺术的生命。

她说，绘画需要真诚。每一次作画，仿佛是灵魂的

一次洗涤，掺不得半点杂质。艺术作品是自己精神意

识的流露，是自己个性的外化，有很多人不理解画家寂

寞的世界，宫建华耐得住寂寞，因而看到了繁华。这种

寂寞其实是画家为了找到灵感特意营造的空间，她享

受自己的小天地，关掉手机，沉迷在色彩斑斓的画布

里，乐此不疲。应该说一张画纸，就是她自己耕种的一

亩地，这在她的画作里不难发现。她指给我看《踏青》，

它洋溢着盎然的春意，里面的每一层画境都充满着小

花、小草，自己就像一个农妇不断的把土翻开，然后播

种、施肥、浇水，偶尔也看看别人家的地里长势如何，可

谓忙的不亦乐乎。

奖项和荣誉往往炫人耳目，但是宫建华对此却看

得很淡，对她来说那只是无心所插之柳，柳荫虽浓，却

无意留恋。她只以为自己是一位教师，是一个画家，正

认真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现实社会中，一些画家面对社会竞争和工作压力，身

在画案旁，神却在闹市中。宫建华则不同，她的作品多出

于平常心态，笔调从容和

缓、清纯端正，见得远离尘

嚣 、不 图 功 利 的 淡 逸 态

度。她的笔墨形式透露出

她不加掩饰的性情和兴

趣，没有故作超凡脱俗的忸怩、装腔作势的流弊。正如杜

甫七律所云“细推物理需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宫建

华之乐是与美为伴之乐，是淡泊名利的智者之乐。

宫建华身上有水的柔情，水的韧性。老子曾云：

“上善若水”，极为推崇水的善于处下，以柔克刚的精

神；孔子也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宫建华把自己的

画室取名为“尚水居”，大概是兼取两位先贤之意吧！

宫建华的世界是辽阔的，在她的作品中溶入了很

多东西方的创作手法，西方的色彩技法和国画的笔墨

匠工都为她所用，她浪漫的、古典的、象征的、印象的、

未来的等等创作理念融会贯通，这使她的作品丰神韵

厚，悠意奇想，尽人畅遐。她有着追求完美、艺无止境

的人生境界，从而促使她对自己每一次创作都想达到

一次真正的跨跃，一次精神的超越。当她自己每每有

大放异彩的作品问世时，她总是把它当成一次对社会

的真诚回馈。在这个物欲压怀、利益纷争的现实世界

里，人们的精神已然变得脆弱不堪，所以生活需要精神

的舒缓，人类需要精神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画

家宫建华是精神的拓荒者，她用她的画笔、她的作品告

诉我们精神的春天在哪里。

美善心灵

在世人眼中，搞艺术的人是疯狂的、孤独的、超脱

的，殊不知他们也有感恩的心。为进一步发扬李瑞环

同志“成就人才，造福桑梓”的崇高精神，2011 年 12 月

由国家文化部牵头，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大爱·圆梦》大

型中国书画名家慈善义拍活动，展览并义拍了 44 位书

画艺术家的书法、绘画名作，宫建华老师的《人间难得

离世境》以不菲的价格拍出，对此她羞涩的笑说：“也算

我的作品发挥了它的最大价值吧……帮帮那些渴望知

识的孩子，也为社会贡献了一点微薄力量，并没有什

么”。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给人清水，满心甘甜。宫建

华就是这样一位善良的女性，在她瘦削的身体里散发

着暖暖的母性光辉。她爱“ 孤独”，爱“ 寂寞”，爱“ 自

由”，同时也乐于助人，充满爱心。她将亚圣的“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演绎到极致。她是这个浮躁时

代的一朵纯洁青莲。

近日，由国家文化部、农业部统领，由中国艺术研

究院等部门主办的“为农民工塑像——当代中国画主

题创作展”启动，这是新中国首次以特定人群作为专题

对象来进行的集体创作活动，宫建华入选参展。对于

这次活动她十分重视，并表示“农民工不是一个低级的

群体，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辛勤劳作才有我们

正常有序的生活。艺术是弘扬真善美的，这是我的专

长，更是我的追求。”

2008 年的奥林匹克美术大会，组委会邀请了含港、

澳、台地区在内的我国大陆及美国、韩国、日本、俄罗

斯、英国、法国、希腊、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等 80 多个国

家的优秀艺术家为“北京奥运”激情创作，其中国内有

100 名艺术家接到了邀请函，宫建华作为黑龙江省唯一

的特邀画家参加了大会。2012 年伦敦奥林匹克美术大

会，宫建华依然荣耀出席。伦敦奥林匹克美术大会的

主题是“泰晤士河·长城——拥抱世界”，由中国文化

部、大伦敦市政府协作主办，旨在用纯美的气质渲染奥

林匹克之风，这次，国内有 300 多名画家应邀参展，宫建

华老师尤为重视这次交流学习的机会，“实在太难得

了，这是国家给我的肯定和荣誉，是我视为珍宝的机

会。也是我难得的放松心灵的机会，艺术也是需要适

当的空间来缔造灵感的嘛。”在她的眼里，我看不到任

何与名利有关的东西，只有一颗美好善良的心为艺术

勃勃跳动。

寄情生活

宫建华是一个奇女子，从她集院长，学者，教授，美

协副主席于一身来讲，已经是很不简单的时代女性，她

在行政事务、社会活动和教书育人异常繁忙的情况下，

还能兼顾画画，并且还是充满激情的在国画和重彩画

之间游刃有余的穿梭创作，这已不是常人所能为之的

超凡之处。

宫建华的作品是体验生活，观察生活，积累素材的

结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她四次入藏，对那里有

着难以割舍的向往和回忆。她率领她的学生，深入神

奇的中国西部地区，经历西安、敦煌再由格里木沿着蜿

蜒的青藏公路，翻越昆仑山口和海拔近 6000 米的五道

岭与唐古拉山，后来她动情说：“路经那段时，太阳正从

山峦后升起，雾气从地面蒸腾，一个崭新的世界撼动我

的心灵，这是在梦中也想象不到的美丽景象”。从西藏

回来后，那些美丽的藏女们便成了宫建华画中的主人

公。在纪念西藏解放 50 周年时，她画的《吉祥如意》被

《美术》杂志登在了封三的位置上。每一次去，她都会

有新的感受，新的激情。那里的建筑，那里的风光，藏

民们的服饰……太多太多神秘而浓郁的东西在牵引着

她的心。

欣赏宫建华的作品，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古朴之

风，这是古典艺术与现实主义题材相结合的艺术。形

简、意赅、神话，超拔脱俗之作，主观上收放自如的精

神状态，使之于作品客观上忘却技功自然天成的效

果。从她在凝静中勾画出的每一条线，着墨的每一

笔，都透视她心灵的激奋、思维的激情跳跃、思想似南

国的红棉树。

有人说，从宫建华的画中能感受到她当时作画时

的那种如水中鱼一样的自由自在、忘掉一切的构图、色

彩、造型的绘画理念，如剑客一样的“无招胜有招”。她

的画有时太安静了些，有时太纯净了些，有时太喜气了

些，但这就是她的心灵世界。她不想张狂其外，只想以

一种平和之心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体现在作品当中。

因此，之所以宫建华的画中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也没

有冷漠无情的写实，只因让人感受画面上所洋溢的悠

然与从容。

情感桃源

“每逢雨天，我都迫不及待地打开窗子，看天空流

溢不尽的雨水洗刷树叶上的尘埃，看一片片浅灰色的

水流夹带着落地的尘埃荒诞地鼠窜，看马赛克铺成的

路面被雨水冲洗得淋漓闪光……每每那时，我会伸展

了身体，任无形可扶的清风从裸露的颈间吹过，让心绪

更加和畅而静远……”（《窗里窗外》宫建华）

俗世的繁杂往往会消减艺术的创造力，会消磨掉

艺术家创作的激情，但是对于宫建华来说，恰是绘画创

作平衡了理想与现实，也恰是艺术创作和对美的追求

给了她俗世生活的源动力。她自己曾说“有一些女画

家，她们不愿被生活现实所困扰而又无法逃避。因此

将自己的理想、愿望、情感寄托于大自然，在生活与事

业、现实与幻想的夹缝中生活。一会儿面对现实生活，

一会儿面对自然，无论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烦恼和困

惑，在自然中她们都能寻到美和安宁的享受，我大概属

这种类型。”画家对自己的分析应该是最准确的，创作

对于宫建华来说从来不是负累，相反是一种能源和力

量的补充，是生活乐趣的一大源泉。为此，她极为珍视

高校的寒假和暑假，每天至少在画室工作六小时以上，

细品那墨香，体会那宁静，享受身心合一的和谐。她把

自己的情感、情绪、思索都画到了纸上，正如画家自己

所说，她的每幅画都蕴藏着一个秘密，融入了自己的性

格和生活。欣赏她的画有人读出了都市女人的寂寞心

绪，有人体悟到繁杂生活中的宁静内敛，她为自己的画

赋予了灵魂，形成了一种召唤结构，引诱你走进她，欣

赏她，品味她。

■ 本报记者 施春莉 王语欢

宫建华(1959.6—)女，1983 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

学艺术学院，擅长人物写意画和工笔重彩画。现任哈尔

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国画系主任、美术学院副院长，教

授、硕士生导师；《艺术交流》副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黑龙江省第四届、第五届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

术家协会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代表大会代表；黑龙江

省有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家，黑龙江省第五届十佳文艺

工作者，黑龙江省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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