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保良花鸟画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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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保良，字而已，号如此斋主。毕业于杭州
师范学院美术系，结业于《美术报》首届名家班。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省图书
馆文澜讲坛客座教授。曾获平湖市人民政府文
艺“金平湖”奖金奖（第十四届、第十五届）及平湖
市人才奖。

作品曾入选——
2009年，浙江省第十二届美术作品展览（杭州·

省美协）。
2011年，辉煌浦东·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上海·

中国美协）及中国当代花鸟画展（南昌·中国美协）。
2013年，泰山之尊·全国中国画作品展（泰安·

中国美协）、庆花博·全国花鸟画作品展（常州·中国
美协）、墨韵岭南·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东莞·中国美
协）、第一届中国画学术展（厦门·中国画学会）。

2014年，多彩中国梦——2014中国百家金陵画
展（南京·中国美协）及万年浦江·全国中国画作品
展（浦江·中国美协）。

2015年，潘絜兹诞辰 100周年·全国中国画作
品展（武义·中国美协）。

2019年，浙江省十四届美展（杭州·省美协）。
分别在平湖市的陆维钊书画院、吴一峰艺术

馆、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及绍兴张桂铭艺术馆、
嘉兴画院、海宁钱君匋艺术研究院、嘉善吴镇书画
院、上海嘉微艺术空间、绍兴越社等地成功举办个
人画展。作品分别发表于《美术》、《美术报》、《中国
书画报》、《美术大观》、《中国美术教育》等专业报
刊。十多篇美术论文在全国及省市级刊物发表，与
刘宗德老师合作编著的《吴一峰诗文画赏析》一书
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纯净的水墨 心灵的清唱
——品评沈保良先生的花鸟画

仲 敬（上海知名美术评论家）

沈保良是我在桐乡认识的花鸟画家，记得那次“嘉
宾”了由谢海策展的某次活动，保良是作为吴一峰艺术馆
馆长的身份出席这次活动的。就这样，在匆匆忙忙中认
识了保良，保良也在匆匆忙忙中拿出他的作品照片让我
多多“指教”。而在一一查看作品后，顿时觉得真是江南
多才俊啊！回到上海后，一直记得保良的作品，也一直记
得与保良就艺术创作、艺术风格等画事方面的短暂交流。

说到画事，曾有人问我：就你当下的所为，你最烦的
是那一桩事情？我脱口而出说是“画事”。为什么说是
画事呢？事实上如今的画展、画册、画廊等各种活动如
研讨会、欣赏会、评奖会，画家方面的国际大师、国际美
协、国际友人，国内方面的“独树一帜”画家、“大红袍”画

家、“共和国功勋”画家等到莫明其妙的头衔、称号之类，
都搞得我晕头转向。反正在当下的艺术界，我个人的结
论是：没有不是中国大画家、主席、院长的，很少有干干净
净、纯粹到“画家”两个字的，也没有不是著作、画册、月历
等遍地开花地乱飞的，也很少有画家说：我没有出过书等
等的。事实上，我由于在艺术市场混过一段时间，对画家
的行为以及对画家的作品，已可谓“见多识广”。看得多，
就知道得多，所以目前能入我眼的艺术家及作品真是越
来越少，而装腔作势、装神弄鬼的画家则不在少数。而在
我看来，保良至少拥有一颗纯净的心，所以他的作品是纯
净的，纯朴的，甚至是纯正的；所以保良的作品是发自其
内心的清唱，字正腔圆，清风明月，清清爽爽。他无论是
工笔，还是写意，都秉承了“纯”字和“清”字。“纯”是保良
作品的骨，“清”是保良作品的神；其笔墨苍劲而工整，极
富秀雅之美。由于保良的艺术创作抓住了“纯”“清”这两
个字，方向明确，所以创作起来就完全自我，他不刻意去
模仿谁，也不会去做追随者，在风格上完全自我，自由生
发。追求作品如何能表达最佳意趣和审美情趣，放手次

要的，用足主要的，以意造境，成竹在胸，境由心生，情态
如歌，这些可以说是保良作品的基本机调。

比如保良有一幅作品叫《碧筱临风》，这幅作品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应是保良的代表作，我认为也是其划时代
的不可多得的一幅作品。该作品整个画面布局大气，构
图完美，立意深远；艺术语言丰富高雅，在静与动、虚与
满、空与实的宣纸上演绎了一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的艺术历程，效果明显，令人难忘。

自古以来，任何一位有成就的绘画艺术大家，对自
己所追求的笔墨语境、个人风格，从来都是心存敬畏
的。保良亦然，他没有满足于传统笔墨形式上的开合之
间，而是不断地求新、求变、求真、求不同；寻求中国画意
境的再突破，以及画趣更新、格调更高的笔触语言。事
实上，回头再看《碧筱临风》这幅画，就不难发现保良所
做的努力和实践。《碧筱临风》整幅画也就三种物象：即
竹、石、鸟，三种物象却构成了静、动、稳、空、虚相互依存
的和谐关系。尤其在空间的处理上，保良不失时机地渲
染了自然界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致。比如画面

中黑色的八哥是动的，但是它被定格在将要飞过的碧筱
之间；太湖石是稳固的，但是它的漏透又平缓了重心的
偏移。总之，《碧筱临风》传达了保良的创造力和对作品
的把持力，传达了花鸟画之外的人性美与人情味！

保良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个时代的人，似乎就
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平衡。从艺术家的角度去说，他
们听到的、学到的、看到的也多是传统的教育要多一
些；而基于创作、创造，如果老是传统下去，那么就谈不
上“笔墨当随时代”，谈不上创新和个人风格的确立，陈
陈相因也正是创造的大忌。这些，当然保良是深有感
触的。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大都是感官的，然后才是内
容提要；无疑保良的作品向我们展现了这种笔法神采，
线条自由，来龙去脉，直白到位；点线墨境，情景交融，
浪漫抒怀。更重要的是保良始终保持对艺术的敬畏和
敬重之心，始终保持对艺术的自觉，不敢马虎，不遗余
力。我想艺术创作需要这样的艺术家，收藏家也需要
这样认真的艺术家，同时我也坚信，保良今后的创作是
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紫气东来 沈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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