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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画家康庄先生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以中西合

璧、前无古人的绘画技法，将水的千姿百态信手拈来，

开拓出意蕴无穷的水世界。他以前瞻性的视角重新建

构山水画，成功地击活了“画水史”上的新经典，给了今

人关于山水画继承发展问题的无限启示。

峭壁千仞之中，瀑布飞流直下，气吞万里的生命之

源，生机盎然。

青山秀水之间，暗潮微微涌动，清丽明净的绿野仙

林，声色动人。

无论是“耳畔惊闻裂帛声，百尺白练气势足”的雄

奇壮美，（《黄河之水天上来》、《悬河之一》等）还是“云

山已作峨眉浅，山下碧流清似眼”的清雅秀美，（《碧流

清似眼》、《生命流韵》等），在康庄先生的笔下，都流动

的神气十足，流动的神清气爽，流动的神采飞扬，所谓

无声更胜有声，孰知水流无情？这是与人与天地自然

合二为一的心灵呼应，这是浸染了深深才情的笔墨间

荡漾出来的大家风范。

水乃天地神赐，欲画水者，势先心静、心清，与水合

一，察其神，观其韵，融其魂，撷其芳华，然而方能入画。

据康庄先生所言，他第一次与水结缘，第一次“对

水产生敬畏”是在 20 多岁时的一次夜游，“连续几场暴

雨过后，天气格外清爽。泰山道中秋风飒飒，头顶一轮

明月，脚下乱石溪流，雨后山涧藏在树丛和岩石深处的

谷底，奔雷般轰鸣。猛抬头，扇子崖周围的千仞绝壁之

上，银河倒挂，白练飞舞，矫若游龙，势若虹电，在黝黑

的山崖衬托下霓光四射，白亮耀眼。那种万簌合鸣、荡

涤天地、夺魂摄魄的震撼，难以言表。”从此以后，他便

“脑子进水”，对水的痴迷终生不渝。

一般来说：古代画水是“点”的延长，用“线”构成画

的节奏。传晋顾恺之的《洛神赋》、隋展子虔的《游春

图》、唐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都是以均匀的波状线

画成。“水”到了南宋，马远、夏圭、李嵩等画家的笔下，

或劈峰断壑之湍流急水，或排山倒海之惊涛骇浪，充满

了生命力。

而康庄先生在全面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品格基础

上，又将形式和技法重新进行了大胆的革命，在处理纸

张与笔墨的关系上日臻完美。

他“自立我法”，吸取不同题材的表现手段建立了

自己的绘画体系，如从版画、腐蚀版画及汉唐岩画，画

像石刻艺术中吸取灵感，借鉴西画透视、光感运用、水

彩画的表现手法丰富创作，在他的笔下，“水”的形态变

化极为丰富，且画水见“骨”，水流有声，线的既柔且劲，

大处气势强大，小处极尽细微，刚柔相济，恰到好处。

他善于用皴笔，善于用长短线的缓急节奏，冷色调的律

动过渡，并以淡墨中的微妙变化刻画水流，表现其流动

感，韵律感。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建立自我体系的绘画技法

的基础上，注重对水的性格的深层挖掘和探求，《沧溟

净界》中，一片水气苍茫中，草木环绕，飞鸟展翅，创造

出一种荡涤天地的空灵美感；《龙藏》中，沉雄的山石、

葱郁的树木、淙淙的流水，明净优雅，奏响了一曲生动

清冽的田园交响；《涤尘》中，古人立于山石之上，看那

迎面狂舞的急流，别有一番高旷博大的古意悠悠；在

《散为飞风扬清烟》里，流水竟迸发出晶莹耀眼的亮色，

飞流直下，展露出剔透、明净而清寒、奇崛的美；而在

《响雪》中，你分明可以听到那响彻天地的流水声声，那

绵延不绝，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气势动人心魄！《洗心》、

《雁荡燕尾瀑》将那山水宁静致远、旷古奔腾的气息，在

飞鸟、树木的衬托下生生不息；《生命流韵》、《响翠白龙

涧》，又将山水的唯美气质发挥到极致。再看《踏浪》系

列，画家将一个孤独的人置放在浩瀚奔放的水中，踏浪

人奋力拼搏在一片惊涛骇浪中，一种奇幻的生命力量

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射出奇美的生命火花，给人以探求

宇宙的无穷想象。

康庄先生结合自己的生活感悟，抓住了水的精神

内核，以自己对水的一片痴情，以一种“脑子进水”的魄

力创造出水的千姿百态，创造出水的气象万千，将水的

天然品质，将水的生命情状，于方寸之间，发挥到了一

个淋漓尽致的状态，观康庄先生的山水画，能让人身临

其境，感受到宇宙的高旷博大，勃勃生机，从而游目骋

怀，洗涤身心，放达情感，豁然开朗。

从技法的追求，题材的选择，意境、气韵的表现，

康庄先生都匠心独运，令人称叹！他以一种“神农尝

百草”的精神，使得自己的艺术达到了无可复制、出神

入化的境界！他笔下的富有性格“动态之水”，可谓开

一代山水之风，填补了画史的空白，期待康庄先生在

自己的绘画探索中日臻化境，继续向辉煌迈进！祝愿

康庄先生在中国画的发展道路之上筚路蓝缕，多出传

世之作！

地中海热那亚海湾向北和东北伸展到维

也纳，全长 1200 多公里的阿尔卑斯山是中欧

南部最大的山脉。它纵横连结法国、瑞士、意

大利、德国、奥地利和南斯拉夫六个国家。是

罗讷河、莱茵河、多瑙河、阿迪杰河和波河的发

源地。巨大的冰川长年覆盖在 4800米以上的

山巅，呈现一派极地风光。是举世闻名的休

养、攀登、滑雪和旅游胜地。海拔 4800 米的勃

朗峰是整个山脉最高点。除勃朗峰外超过

4000 米的还有彭宁山，阿尔山和贝尔尼纳

山。山势越高气温越低，大致每升高 200 米温

度下降一度。从威尼斯去奥地利的维也纳，

整个路程大约 600 多公里。很长一段路是在

阿尔卑斯山的深山隧道中穿行。当车子从隧

道钻出的间隙，我们可以一睹大山深处的景

色，空旷寂静的山谷里满目葱绿的山毛榉、云

杉树还有枞木林。偶尔可见大片的落叶松和

红松树。在云霭山岚遮掩的谷底时而传来鸟

鸣，那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阿尔卑斯雷鸟在

欢迎我们这些过客吧！据说这里除了雷鸟还

有野生的大角山羊及土拨鼠、红鹿、火鸡。大

角山羊可以在阿尔卑斯山最险峻的路段和岩

石上攀登如履平地，也可以在冰川地带生存，

可惜我们无缘见到它们。山区的居民西部为

古代的高卢人，东部为日耳曼人。19 世纪中

叶前，这里还是以农牧为主的社会，两个不同

的种族以山为屏障，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

战争。沿着意大利北部这条路直接上北可进

入瑞士，向东北就是奥地利。博尔扎诺是阿

尔卑斯主要的城市，小村乡镇星罗棋布。这

一带山势变化起伏大，崇山峻岭延绵不断，生

态环境极好，自然风光清丽壮观。

其实最早对阿尔卑斯山有深刻印象是

通过一部名为《鹰巢谍影》的著名电影。当

年意大利和奥地利都是德国的追随者，二战

时期，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中的险要地带选

址建造了他极度隐秘而坚固的指挥所——

“鹰巢”。英国特工为搜集鹰巢的谍报，深入

阿尔卑斯山历险侦察，于是故事展开。皑皑

白雪覆盖的绝壁峭崖，银装素裹的山林古

木，玄机暗藏，险象环生。这便是我对阿尔卑

斯山未达先知的认识。如今身临其境，虽弄

不清鹰巢的实际方位，但感受到的自然风光

总算缓解了对阿尔卑斯山神秘感的一种神

往。虽不能看到冬雪装点的银白世界，但秋

风染过的阿尔卑斯别有一番韵致。

上午11时，我们跨过意、奥边境，进入奥地

利后一直在山林绿野中疾行。这也许是一年

中最绚丽多彩的季节，纯净的空气，一尘不染，

蓝蓝的天空下是大块大块的绿色，浓艳鲜亮犹

如巨大的翡翠。我从未见过如此迷人的草

甸，满山遍野，一望无际，顺着山坡地势的凸凹

起伏绵延。中间夹杂着嫩黄色、粉红色的花

丛。远处山间树林隐隐露出红顶白墙的小村

落，尖尖的教堂钟楼被更远处山顶上的积雪

映照的熠熠闪光。我们不停地请求埃列文卡

先生停车、拍照，一向严谨的埃列文卡似乎被

我们的情绪感染了，看着我们孩子似的撒欢，

在草地上打滚，终于忍不住开心的笑了起来。

中国社会自东周开始的春秋战国时代持续

了三百多年然后进入相对稳定的大一统时期。

而欧洲历史上，列国之间争雄逐霸的战争却从

未停歇。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曾发掘出古人

类在铁器时代的遗迹。在中世纪的种族战争

中发展成为多瑙河沿岸的一个强大的公国，

然后便在与周边国家不断地冲突中壮大起

来。一战前夕，奥地利与匈牙利组合为“二元”

君主国，奥地利皇帝同时兼任匈牙利的国王。

一个强大的奥匈帝国一度成为欧洲最劲的扩

张势力。但奥地利民族的德语体系及历史渊

源使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处于德意志军事

附庸地位。直到二战结束后上个世纪60年代才

公布了永久中立的宪法，成为一个中立国。

奥地利这个山地之国三分之二的土地

被森林、草地所覆盖，全境 96%以上面积处于

多瑙河流域，境内湖泊众多，气候湿润。欧洲

名城维也纳就座落在多瑙河从山区进入平原

的盆地之中。到达维也纳的时候天已近傍

晚，多瑙河在落日余晖中泛着金色的波粼，城

市的轮廓尚十分清晰。高达 250 多米的多瑙

河塔像一根巨大的桅杆冲天而立，远处岸边，

维也纳四际中心似停泊着一艘巨轮，著名的

联合国城就在那里。从莱茵河到塞纳河再

来到多瑙河，我游历了欧洲三条大河。浩渺

烟波、日夜湍流，就像这片土地上的血气之

脉，为欧洲大陆孕育着生命见证着历史。有

一首著名的乐曲《蓝色多瑙河》曾经让我对

这条异域大河有过不少的神往，可真到了这

里心里却有几分失望在里面。那河水不是

蓝色，也不是那么纯净，或许这段水质受到

城市的污染所致，脏兮兮的灰黄色显得十分

混浊，与前面走过的莱茵河、塞纳河没什么

两样。这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从上世纪经历

数次整治，仍然常常满溢，于 1972 年挖通了

一个泄洪渠，因此在河面上形成了一个长约

20 多公里的人工岛。现在的多瑙河岛已经

成为公众聚会散步和休闲的场所。市政当曷

还把地铁修进了岛上。

人们常说，游历欧洲你很难从其建筑风

格判断你所处的是哪一个国度。整个欧洲的

城市建筑都有些大同小异。哥特式的，巴洛

克式的，罗可可式的，文艺复兴式的，西方的历

史文化把这些城市立体化的塑造组合成一种

十分完美和谐的构成形式。在维也纳街头漫

步和在欧洲其他城市的感觉没什么两样，或

许是一路下来见到的大大小小教堂、修道院

太多太多之故。在这里，世界著名的圣斯蒂

芬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哈布斯堡王宫、旧市

政厅等等，那些尖尖的塔顶，厚重的墙体，庞大

而精致的恢宏格局，已经不再让我惊诧或震

撼。而是感觉有些习惯，有些自然了。

来维也纳的人一般不会放过观赏花园式

的哈布斯堡王朝夏宫的机会。夏宫又叫“缮伯

容”是奥地利用先期的一个狩猎城堡改造的皇

家夏季住所。中国人把夏宫称为“美泉宫”，好

多看过电影《茜茜公主》的人大概都会对这所

富丽堂皇的宫殿有所印象。美丽、善良、清纯

的茜茜公主就曾经生活在这里。美泉宫造型

格局完全仿照法国凡尔赛宫模样，整个建筑在

不断改建中历时数十年，但它远远不及凡尔赛

的奢华。美泉宫除中部的主体还有对称的两

个厢宫以及大小拱廊和圆形、椭圆形建筑，这

里即是皇室成员的起居生活场所，又是大型集

会的场所。1873 年的维也纳世界博览会就在

此举行。莫扎特和海顿都曾在宫内的剧院指

挥演奏过他们的作品。法国皇帝拿破仑曾两

度以此为他的总部驻地，指挥他所向无敌的军

队。这座皇宫原是有坚固高大的城墙的，1857

年拆除，使其成为一座开放式的、视觉开阔，更

显宏伟的宫殿建筑。在它的前面是一个大的

庭院绿地和喷泉，然后是57米宽，4公里长的环

城马路。马路的两侧是公园，公园间座落着的

教堂、证券所、大学、议会大厦、国家剧院、音乐

厅和各种博物馆、美术馆。这些沿街建筑的

构造布局十分讲究，尖塔、壁柱、拱廊、完整地

保留着历史文化的风采，雕塑精美，造型别致，

给人以宁静庄严、和谐的美感。可以说美景

宫前的这条街是维也纳城的精华和亮点，也

称得上是欧洲城市中最优美的通道之一。

美泉宫内的奢华陈设虽说比凡尔赛宫逊

了一筹，但珠光宝气，金碧辉煌的繁缛装饰，也

称的上富贵逼人，雍容傲人。这些对我来说已

没有什么太大的刺激，帝王之家把人间所能据

为已有的全部都撄取了，把人间所能享用的全

部都享用了。宝石镶嵌的黄金床并不能让君

主们长生不老，该走时都走了，该去时皆去

也。森森宫围、俨俨殿阙，此刻任凡夫俗子鱼

贯穿行，登堂入室，成为赏玩之地。能让我驻

足流连的当数皇宫后花园。其占地面积之阔、

园艺布局和设计气魄之宏大世所罕有。这也正

是凡尔赛唯一不及缮伯容的地方。这个庞大的

花园围绕着著名的哥罗利埃台小丘而建，地势

开阔又不乏错落变化之妙，大片大片的绿地放

眼望去直逼蓝天白云，仿佛走不到尽头。哥罗

利埃台雄伟廊坊式架构前的来图罗喷泉，似茵

茵绿色中醒世的眼眸，把空旷饱和的风景点缀

的生气盎然。无垠的绿地把宫墙左右两侧的

“王储花园”“卡麦拉花园”“荷兰花园”衔接在一

起。红枫树、紫罗兰、高大的梧桐树环绕着园

中幽静的路径，每隔数十米便可见到一尊大理

石的人体雕塑。这些人体雕塑大多是西方神

话中的美神、爱神、战神和古代传奇英雄。其

造型之高超，表现形体之美，令人叹服。美景

宫后花园所有雕塑作品全部出自 18 世纪新古

典主义艺术大师之手，精湛的雕塑水平和非凡

的艺术品味让我举步不前，久久不愿离去。

我相信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

族、每一座城市都是有“灵魂”的。维也纳的

城市之魂，确切地说是“音乐”。奥地利的国

魂也是“音乐”。几百年的音乐传统，陶醉了

这片山地之国的空气和泥土，连多瑙河上都

荡漾着跳动的音符。那些音乐之神——卡

拉扬、贝多芬、莫扎特、海顿、舒伯特、勃拉姆

斯及施特劳斯家族，还有舒曼、李斯特都先后

在此居住和从事音乐活动。这些天才的音乐

大师不约而同的大集结，接力似的在维也纳

相继登场。几个世纪以来琴音绕梁不绝，乐

声荡气回肠，当他们那惊世之音响起时，全世

界的乐坛舞台都黯然失色寂然无声了。

我站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门前有些徘

徊踯躇，不知是否可以踏进这座神圣的殿

堂。此时已近昏黄，歌剧院门前有几辆豪华

轿车驰来，从车子里走出来的是几对老年夫

妇，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来歌剧院听歌剧的观

众。男士虽然大腹便便，但西装革履，神情庄

重，一副绅士气概。女士盛装艳抹，项上手上

都戴满了亮灿灿的首饰。或许他们来自上流

社会，或许他们就是平民百姓，因为在这儿无

论谁进入这种场合都是像去教堂见上帝一样

郑重其事。当他们手挽着手步入大厅台阶的

时候，我的心里有一点点不自在，既不是因为

他们养尊处优、风雅闲适的气度，也不为他们

华丽雍容、光彩高贵的服饰装束。而是我自

己天性愚钝、不通六律，与音乐无缘的那种遗

憾。站在音乐之都，世界一流的歌剧院门前，

我这个纯粹的乐盲、门外汉，自惭形秽起来。

总觉得生命中，精神中缺少了点重要的东

西。但是我作为一个画家，相信与音乐还不

至于格格不入吧。音乐用声音传达心声，绘

画用形象表达情感。所以我总还是在歌剧院

找到了我所能理解的视觉点。这座环城大道

上第一座建筑在二战中屡遭轰炸，被大火烧

光，战后重建进行了十年时间，沿街敞厅二层

的拱门上立着五尊雕像，分别代表着英雄、悲

剧、想象力、喜剧、爱情。在拱门上的《魔笛》

壁画是 Montzvonschwind 的作品。进入大厅

是个通向包厢的大台阶，我穿过前厅的柱廊

和拱门，踏着红色地毯向上走去，那种步步升

高的感觉十分庄严。9 个缪斯女神的雕像，

站在大台阶两侧，接引召唤着登上音乐圣殿

的圣徒们，这使得这幢建筑更加充满了浪漫

和圣洁的情调。

从歌剧院门前往上走就到了卡尼奈街，

这条欧洲著名的商业街、熙熙攘攘的人群，光

怪陆离的橱窗，一派繁华。最吸引入眼球的

还是那些街头艺术家们的街头演奏。小提琴

和各种管弦乐声不绝于耳。这些街头表演的

艺术家大都是附近音乐学院的学生，他们用

肢体动作和舞蹈形式表演着自编自创的哑剧

和即兴杂技，常常令行人惊讶驻足。这座城

市是用音乐和艺术交流思想的，在歌剧院周

围的帝国皇宫，公众花园，帝国花园，随处可

见到这些音乐青年的影子，他们背着笨重的

乐器匣子，手里拿着小提琴，三三两两的匆匆

走过，也许不一会功夫又转了回来，他们似是

在约会朋友一块去某个选定的地点讨论他们

的音乐。又像是去参加朋友间的家庭聚会。

这些年在国内城市，艺术家走上街头玩即兴

表演的行为艺术已是屡见不鲜。但从未见过

如此众多的人聚集于繁华闹市，心无旁鹜，目

中无人地施展他们的才艺。一条长街每走几

步便可欣赏到音乐和各种行为艺术的表演，

这可真是让我辈大开眼界。记得在欧洲不少

城市见过类似情景，佛罗伦萨的市政广场、巴

黎塞纳河边，常常遇到街头音乐家和现代前

卫派艺术家的表演，他们把颜色涂满全身，把

自己弄成一个个静止不动的雕像，在那儿一

站数小时一动不动，行人从旁往返而过，很少

有人意识到他们是喘着热气的大活人。在公

众花园的约翰·施特劳斯纪念碑前我们还遇

到几个中国留学生，他们都是来奥地利学音

乐的，身上背着长长的大家伙，未及聊上几句

便被同伙的奥地利小伙子叫走了。还有几个

学美术的中国学生坐在公园的林荫道边上正

为游入画肖像。据他们自己说现在维也纳一

所大学学习，画肖像完全是勤工俭学，既能提

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又不至于憋在公寓里寂

寞而且买卖很火，挣钱也不少。可当他们得

知这一行十几个人全是国内来的画家时便不

愿再与我们深谈下去。

来奥地利第三天，我们去了莫扎特的故

乡萨尔茨堡。这座古老而美丽的文化名城位

于德奥边境，与德国隔河相望，萨尔茨堡是由

德文中“盐”和“城堡”两个宇组合的，不仅因

其周围蕴藏丰厚的盐矿，且有萨尔茨河穿城

经过故得此名。这是我所见过的世界上最美

的城市之一。是一块被诗意染绿的风水宝

地。盖斯山、腾纳和哈根山脉雪峰、戈尔峰和

翁特斯山群山环绕，一直绵延进入德国的贝

西特斯加登地区。城中萨尔茨河由北流至劳

瑙市与茵河汇合后注入多瑙河。由于它本身

的地势在海拔 400 米以上，所以降雨充沛，温

度适宜，加之古老的历史遗产，众多的文化名

人，萨尔茨堡真的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各方面

的恩宠和厚赐。它的美是一种精致的美，韵

致的美，在清雅的气度中蕴含着厚重。

萨尔茨堡自古以来就与建筑和音乐结

下了不解之缘，把整个城市称为巴洛克建筑

顶级博物馆，或经典音乐剧大都会，也许更

能体现萨尔茨堡艺术精神。僧侣山铜墙铁

壁般的古城堡做为萨尔茨堡的象征，见证着

这座城市的沧桑岁月。山下萨尔茨堡大教

堂，弗朗西斯大教堂，大学神学院教堂，圣彼

得大修道院，连成一片，呵成一气，有棱角的

圆拱顶上尖尖的塔峰高低错落，在向人们传

递上帝福音的同时，也在传递着建筑设计师

们艺术创造的奇思妙想。

康庄康庄———当代画坛的弄潮儿—当代画坛的弄潮儿 开一代画水之风开一代画水之风

从阿尔卑斯山到多瑙河畔
■ 康 庄

■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刘大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