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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前

画坛向来有南北之分，如“北齐南
黄”“南张北溥”“南张北齐”等。“南潘北
李”指的是南方的潘天寿和北方的李苦
禅。二位画家在现代大写意花鸟画领
域独辟蹊径，把花鸟画与山水画完美统
一，同时创立了现代中国花鸟画巨作的
新样式。

论成就与影响，潘天寿当然要比李
苦禅更胜一筹，但李苦禅能在现代大写
意花鸟画上与潘天寿“平起平坐”，自然
有其过人之处。李苦禅擅画鹰、荷、竹，
尤其是他晚年创作的巨幅通屏，如置于
人民大会堂的巨作《松鹰图》《盛夏图》，
与潘天寿巨作《初晴》《无限风光》《鹰石
图》等，南北遥相呼应，作品气势磅礴，
摄人心魄，风格突出，“南潘北李”或因
此得名。

从个人审美角度看，“南潘北李”的
不同点在于潘天寿绘画重“骨”重“气”，
李苦禅绘画重“韵”重“意”，这就好比唐
朝书法大家柳公权与颜真卿的书法，大
家称之为“颜筋柳骨”。筋与骨都是书
法力度的表现，但“柳骨”瘦硬，力在外；

“颜筋”丰满，力内含。潘天寿和李苦禅
都代表了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个高
度，他们在很多地方有共同的审美表
达，但仔细赏读，则能品嚼出两位大师
对审美的各自追求：潘天寿的绘画总给
人以强悍之力，正如潘老自己喜欢的一
方印上四个字“一味霸悍”；而李苦禅绘
画的力度更多地给人以内敛之感，笔墨
厚、重、润，不急躁不张扬。

齐白石曾在李苦禅画作上这样写
“李苦禅超过我了”，“苦禅学吾不似
吾”，充分肯定了弟子的艺术造诣。我
们平时所见的李苦禅作品中，很少有应
酬之作，哪怕是“应酬画”也不随便应
付。有些作品虽寥寥几笔，但笔墨少意
味浓，好比八大山人的作品。

除鸿篇巨制外，李苦禅的一些小品
或即兴之作也颇招人喜爱。这些作品
取材于画家的日常生活或身边之物，螃
蟹、麻雀、白菜、香菇、菊花、兰花等，均
可入画，看似信手拈来，漫不经心，画家
以大写意笔墨，运笔大胆冷静，笔笔入

纸，气息厚重凝练，作品富有生活情
趣，让人赏心悦目。《秋色秋香图》就是
这类作品中的佳作。此作斗方形式，
画中白菜两棵，香菇若干。此画作题
款为双题，可见画家自己较为满意，作
品完成后再补题赠予友人。“秋色秋
香。山农佳馔矣，亦如此乎，苦禅于京
华。”“玉璋同志来吾处，以此赠之，知
其味方为斯民，信然。禅又题。”

题款中的书法是此作一大亮点。
在我眼里，李苦禅是一位书法大家，其
书法既有传承亦有创新。李苦禅认为

“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他的
书法从碑而来，厚重朴拙，同时又不乏
灵动自然，书法的线质、造型、韵味与
其绘画作品十分协调。

以书入画，画中有笔意；将画意融
入书中，书则自然生动，韵味醇厚。中
国画其实不是“画”出来，而是“写”出
来的，这也是中国画有大写意、小写意
之分的原因。一个“写”字，至少说明
了三点：第一，画家画画，每一笔每一
画都从心而来，写的是“内心”，表达的
是画家的情感世界。第二，中国画追求

“神”，只有“重神轻形”，方能“得意忘
形”。第三，中国画家需要有扎实的传
统书法功夫，绘画中的一笔一画都像写
字一样，全靠“写”出来。

白菜谐音“百财”，亦象征“清白”。
纵览近代画家，善此题材而卓有成就
者，有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巧的是，
吴、齐、李三位画坛巨匠都是师徒关系，
他们又都善画白菜，是师徒传承还是个
人喜好，这里暂且不说。比较三家白菜
画法，尽管师出同门，但风格上各具面
目。吴昌硕的画有金石之气，齐白石的
画质朴而有童趣，而李苦禅的画更显豪
迈与奔放，三家各显其趣。具体画法
上，缶翁（吴昌硕）笔下白菜，叶子蓬松，
菜叶茂盛，墨色有浓有淡，勾茎线丰富，
白菜中常配一些萝卜。白石老人的白
菜菜叶包得很紧，叶少，勾茎线较长但
简洁明快，白菜形态给人的感觉是多菜
梗少菜叶。齐白石对白菜可谓情深意
切，他曾在自己的一件大写意白菜图中
写道：“牡丹为花中之王，荔枝为果之
先，独不能白菜为蔬王，何也？”看来，在
白石眼里白菜已不是普通的蔬菜了。
李苦禅的白菜继承了白石翁的传统，他
画的白菜大致有淡墨或淡彩两类，画菜
叶也有勾茎与无茎两种。

“画菜以勾勒法最难，无法之法为
至法。”勾勒法强调线条质量，也重视对

物体形象的正确表现，以线写形，尤其
大写意作品，应意在笔先，笔无凝滞，运
笔不为形所拘，线条概括、洗练，笔法丰
富，注重物象结构。从《秋色秋香图》，
我们看到了李苦禅所展现的笔墨语言，
画家以深厚的笔墨功力，以淡墨叠积来
画菜叶，浓淡结合，菜的质感好，层次也
丰富，白菜鲜嫩的味道也出来了。笔者
曾经看过画家的作画视频，李苦禅作画
时速度较慢，运笔十分淡定，笔笔到位，
气定神闲，毫无急躁之气。据说，李苦
禅一辈子绘画数量在六七千件，以白菜
为题材的作品占了不少，可见画家热爱
农民，喜爱农物。对于如何画好白菜，
画家有自己的切身体会，他说：“写菜不
勾筋法，要以用墨浑厚。”用墨浑厚并不
一定用浓墨才显其墨色的厚重感及菜
的质感，淡墨处理得好也照样可以显其

浑厚。这幅《秋色秋香图》，画家几乎用
淡墨绘就，水、墨的分寸把握得极好，
水、墨、笔、纸“融会一体”，两棵白菜之
间，又点缀几只姿态不一的香菇，画面
更显丰富精神。有意思的是，吴昌硕
画白菜喜欢与萝卜搭配，齐白石的白
菜中冬笋见得多，李苦禅白菜中大多
是香菇，或许这是画家不同的“口味”
吧。

在艺术市场中，潘天寿作品因其艺
术性和稀缺性已成为市场追逐的热品，
大幅巨作拍卖价屡屡创出上亿元天
价。李苦禅作品价格尽管在近几年略
有上升，但与潘天寿作品相比，仍然悬
殊。凭李苦禅在画坛的地位和艺术水
平，他的作品价格上升应是迟早的事情。

（转载自2020年8月18日《宁波
日报》B4版 方向前供图）

“南潘北李”话苦禅

李苦禅（1899—1983），原名
李英、李英杰，山东高唐人，与宁波
籍画家潘天寿有“南潘北李”之称，
为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大师。

本报讯（记者 张小石）5月26日，
国家文物局网站发布《关于颁布1911
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
家名单的通知》。

通知显示，1911 年后已故书画类
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包括“作品一
律不准出境者（41 人）”和“代表作不

准出境者（158 人）”，涵盖陶瓷、雕
塑、扇子、织绣、玺印、烟壶、漆器等
作品。其中，高唐籍画家李英（苦
禅）位于“代表作不准出境者”名单
中。

李苦禅（1899—1983），原名李英、
李英杰，字励公，高唐县三十里铺镇李

奇庄人，我国当代杰出的书画艺术家、
书法家、美术教育家。1923年拜齐白
石为师。在长达 60 多年的艺术生涯
中，他创作了许多艺术珍品，树立了大
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典范。李苦禅不仅
在国内素有“南潘（潘天寿）北李”之
称，而且在国际上也颇有盛誉。

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

李苦禅代表作不准出境

李苦禅《秋色秋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