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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富有天赋而又矢志探索、心怀故园而又远离故土的海外华
人画家而言，没有什么比回到祖国、回到故乡举办展览，更能激发他的
激情和诗心。著名水墨人物画家、山水画家任建国去年底在中国美术馆
举办个展后，将首站巡展地选在了他深爱的宁波。

3月30日，任建国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宁波，参加在宁波美术馆
举办的“再寻桃花源·乡情篇——任建国中国画作品展”。“在这个美好
的江南的春天，能把个人作品带到家乡父老面前接受检阅，非常荣幸；
借画展举办之机，能跟这么多亲朋好友一起在故乡再寻桃花源，十分开
心。”谈及来宁波办画展的初衷，宁波女婿任建国言谈间带着浓浓的感
情。

怀乡忆旧，历来是骚人墨客抒发情志的绝好题材。对游走世界30多
年的任建国来说，故园之情如影随形，拂之不去。所幸的是，上天在赋
予他深厚学养的同时，还赐予了他不凡的艺术才情，从而留下无数充满
挚爱深情的翰墨丹青。

任 建 国 1957 年 生 于 北
京 ， 毕 业 于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
后旅居澳大利亚。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艺
术界，任建国是一个既陌生
又熟悉的名字。”在为本次画
展举办的研讨沙龙上，谈起
对这位前辈艺术家的总体印
象，任建国的校友，也是本
次展览策展人、中央美术学
院教授于洋这样概括道。

说陌生，是指 20 世纪 90
年 代 以 来 进 入 艺 术 圈 的 朋
友，只能隐约从中央美院前
辈艺术家那里听到这位校友
的故事和传说。任建国 20 多
岁便在画坛崭露头角，有着
对中国画笔墨的独到理解和
画面构成的现代意识，1987
年远渡重洋开启了自己的传
奇人生。因此，任建国这个
名字在中国艺术界，不像一
直活跃在国内的那些艺术家
被广泛地知晓。

说 熟 悉 ， 是 在 “50 后 ”
一代的画家群中，他十分突
出，自 1980 年代早期就成为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
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工笔
重彩画会会员，这些头衔在
那个年代具有很高的学术含
量，尤其对于一名二十出头
的青年画家，这几乎是顶配。

1985 年 《美术》 杂志第
五期开设专栏，介绍任建国
的创作和艺术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任建国参加了第六
届全国美展，并于 1985 年参
加了著名的“前进中的中国
青年”展，有两组水墨作品
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可
以说，在 1987 年任建国暂别
画坛之前，他获得了那个时
代作为一名青年画家所能获
得的全部成果和荣誉。

推究起来，任建国年少
成名并非偶然。

任建国出生于北京一个
艺术之家。任建国的父亲是
位版画家，在人民美术出版
社 工 作 ， 多 次 参 加 全 国 美
展，也做过美展评委。任家
一共三兄妹，父亲对三个孩

子从小就很严厉。任建国排
行 老 大 ， 四 五 岁 时 就 学 画 ，
1978 年考上中央美术学院中
国画专业。弟弟任国忠也是
自幼学习绘画，后来考上北
京 电 影 学 院 美 术 系 动 画 专
业，多年来不断探索融合抽
象艺术和山水艺术。小妹任
立红从小受到家庭特别是哥
哥的熏陶和影响，考上了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一直在大
学 从 事 创 意 设 计 和 教 学 工
作。兄妹三人经常在一起交
流艺术创作经验和心得，家
庭艺术氛围十分浓厚。

“以任建国的父亲在美术
界的威望，以及就职人民美术
出版社的职务之便，他和北京
的几乎所有绘画大家有联系。
任建国学画画的时候，得到了
这些大家的指点。1977年恢复
高考，任建国以中国画专业全
国第一的成绩考进中央美术学
院，这绝不是偶然，和他师承
北京这些大家有关，他得益于
第一口奶吃得好。”研讨沙龙
上，宁波市政协书画院副院
长、甬上著名水墨人物画家陈
亚非这样解读任建国的成才之
路。

任建国1982年毕业于中央
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师从李
可染、蒋兆和、李苦禅、叶浅
予、刘凌沧、卢沉、周思聪等
先生。

“老先生们教我们那届是
最后一届了。我很荣幸能成
为他们的‘关门弟子’。卢沉
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我的
水 墨 人 物 画 就 是 跟 他 学 的 。
刘 凌 沧 老 师 教 我 们 工 笔 重
彩。此外，花鸟、山水等都
要 学 ， 当 然 基 本 功 是 素 描 ，
大学四年我接受了系统的训
练。”据任建国讲述，“老先
生们年事已高，但他们一丝
不苟的教学风格让我印象特
别深。我不仅从老先生们身
上学艺，还学他们的为人风
范和文人风骨，他们身上浓
浓的书卷气和没有一丝功利
心的艺术气息，影响了我的
一生。”

传奇人生
20多岁便在画坛崭露头角

四月的宁波，春光烂漫，繁花
似锦。三江口甬江西岸的宁波美术
馆，迎来了一位艺术家 50 年辛勤耕
耘的呈现——任建国中国画作品
展。青绿山水与泼墨大写意相互辉
映，人物山水融合相得益彰⋯⋯山
水、人物巨幛把美术馆高大的空间
充满，将偌大的展厅装扮成艺术的

“桃花源”。
“再寻桃花源”是一个富于浪漫

主义的主题，展览分“记忆重启”“乘物
游心”“云海听风”“桃花依旧”和“自有
我在”5个单元，现场展出了90余幅作
品，从青年时代的工笔重彩到最新创
作的写意风格，呈现出任建国对于时
代的讴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任建国具有非常扎实的学院
功底，用线遒劲老辣，活跃的线条
在画中处处可见，用色亮丽饱满。
他的画不仅具有乡土气息，也有一
种学院气质，很多作品体现出二十

世纪八九十年代，从中央美术学院
到整个中国人物画创作的艺术风
貌和特征。”专程从北京赶来宁波
参加任建国作品研讨沙龙的中国
国家画院理论所所长陈明点评道。

“任建国是在工笔重彩人物画
方面非常有成就的画家，但他并不
满足于这一点。这次画展呈现出来
的主体部分是大写意色彩人物画。
他笔下这些人物画就像李太白再
世，甚至还有更早的石刻的大写意
的遗韵。”展览现场，中国美术学院
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博导孔
令伟点赞道。

此次画展也引发观者和业界同
行思索：中国画的“桃花源”在哪里？
在孔令伟看来，中国画的“桃花源”
就在笔墨、在大写意里。

在任建国笔下，桃花源与纯然
的山水世界不同，它是一个人生存
和生活的世界。他的人物和风俗画

中，这种富于人文主义的关切视角
和细腻笔触，贯穿起笔下的田园牧
歌和城市街景，仿佛将现实版的生
活和桃花源中的人物及生活现场呈
现在意态的特写里。

从工笔到写意的转换，是近年
来任建国创作的新开始，他多次回
到年轻时曾经下乡和写生的四川
凉山，观察当地汉族和彝族人的生
活，并在写生的基础上创作了一批
写意性的人物和风俗画。这些作品
风骨劲健，写染并用，在流利的笔
势中发挥笔墨的表现力，塑造了筋
骨 相 连 、有 笔 有 墨 的 质 朴 人 物 群
像。

任建国特意为这次国内巡展
创作了人物巨嶂《冬去春又来》，画
面横向宽达 6 米，气势磅礴，手法老
辣，画面上 200 多个人物形象有着
恣意洒脱的动感。

《二月春》《凉山夜话》《暖风正
午》《巴蜀三月行》等作品，展现出他
高超的书法用笔功力，飞动、遒劲的
线条在画中处处可见。画中的留白
恰到好处，使画面极具韵律感。

与众不同的是，此次画展在
“乘物游心”单元展现了任建国独
创的“人物山水”个人面貌。孔
令伟认为，“任建国所谓的‘人是
山水’的独特图式，改变了我们
对传统山水的感觉。画面中的人
就 像 一 棵 树 、 一 块 石 头 、 一 朵
云，在山间自由移动，我觉得这
种图式饶有意味，是他个人创造
性的成果。”

归去来兮
50年水墨生涯的“记忆重启”

在策展人于洋看来，任建国
的传奇人生使他具有丰富的人生
阅历和文化感悟。集收藏家和画
家于一体的特质，奠定了任建国
艺术创作的“古意”底蕴。

近十年来，任建国从青年时
代的现代性工笔创作转向融“抽
象 性 ” 和 “ 表 现 性 ” 为 一 体 的

“新写意风格”。他将深厚的情感
在 作 品 中 畅 达 地 表 现 ， 形 成 了

“以情带笔”和“任笔达意”的行
笔特征，生成了具有任建国独立
特征的当代中国画的内在精神。

比如，在任建国这次来甬展
出的山水画中，其中一类山水画
采用一尊独大的高远构图，画面
上山峰突兀，云霄飘渺，奇峰插
空，远坡低滩，颇有几分宋人意
象；另一类山水画采用平淡天真
的平远构图，画面上描摹山村水
乡，高岭矮树，茅庐菜地，荒坡
水滩，孤艇逐流，以寄元人情怀。

又如，任建国在近年来创作
的一些新的人物画中，将那些松
散而灵动的笔墨在画面中有序穿
插和建构，激活了记忆中的时光
和当下的感知。

中国国家画院理论所所长陈
明表示，任建国已经摆脱了传统
笔墨语言在图式、造型、画面的
构 成 上 的 束 缚 或 者 说 既 有 的 规
范。在很多作品当中，他已经偏
向于表现性甚至有点抽象性的作
品，像 《云海听风》 那样的山水
大幅作品，从局部看就是一幅抽
象画，但整体而言又没有脱离中
国画的气息。在最近几年的绘画
当中，任建国在技法上“无问东
西 ”， 但 从 画 面 的 气 质 和 精 神 上
看，他又传承了中国画的写意精
神，作品中带有很明显的中国人
的气质、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
特有的温度。

本次展览的“云海听风”单

元的作品，笔墨流畅，屋舍俨然，桃
花依旧。在这些充满人间烟火味道
的近景山水画中，筑屋定居成为人
在自然中生活的主题，画中人在果
园、菜圃、鱼塘中从容淡定地劳作，
颇有几分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所
描绘的“畦町所艺，含蕊藉芳”的田
园生活之趣。

2022 年 永 乐 春 季 拍 卖 会 上 ，
任建国的 《山城暮色》 以 310.5 万
元 成 交 ， 在 收 藏 界 引 起 广 泛 关
注。据永乐拍卖图录介绍，该作
品是画家 2014 年赴湘西写生，有
感于山城印象而创作的一件山水
画。该作品极具“任氏山水”的

“士气”，而又不乏南宋禅画的意
味和元末文人画的即兴之感。

正如石涛所言，“无法而法，
乃为至法”。任建国的中国画在抽
象、表现性山水和现代文人画之
间浑然一体，超然自洽，颇有从
远古走来，走向当代之意。

无法而法
“古意今趣”的水墨新境

“独夜残灯梦未成，萧萧总是
故园声”。王阳明的这首怀乡诗，也
表达了任建国的心声和心境。

“正像我画中的世界，来自家
庭的美好和朋友的纯粹友谊是我艺
术创作的无尽来源，在这里我要特
别感谢我的夫人，她是宁波人，这
里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任建国说。

任建国透露，他来宁波的次数
比回北京还多，每次来宁波他都会
去山野之间采风、写生，宁波早
已 成 为 获 得 创 作 灵 感 的 重 要 源
泉，他也常将宁波人的精神融入
画作当中。

这次来到宁波办展，展览的
主 题 定 义 为 乡 情 篇 。 任 建 国 说 ，
这 里 的 乡 情 有 两 个 层 面 的 含 义 ，
一是参展画作系统记录了自己对
中国风土人情与乡间民俗的艺术
理解；二是表达他对宁波第二故
乡的情感寄托。

“这次回乡展，给大家以一种
清新的、带有温度的、很亲切的感

觉。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纵览
任建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艺术足
迹。”于洋教授表示，在古今与中西
之间，从记忆到现实，从游物到游
心，任建国笔下的人群与风物，既
有魏晋山水画“澄怀味象”的清澈
洒脱，又有面对故园乡土“写物之
生”的亲和感奋。

任建国的水墨作品，笔墨贯彻
了闲适、自由、轻松的状态，这也是
他天生豁朗、闲适性格的体现。“我
比陶渊明要幸福得多。”任建国通
过水墨绘画语言表达了他的心声。

在他事业有成之后，经历了在海
外奋斗的艰难岁月之后，他的精神情
感也回到了故乡，所以“再寻桃花
源”，这个桃花源就是中国文化的桃
花源。任建国去澳大利亚这么多年，
心中理想的桃花源境界依然是乡土
的，是那种阅尽天下的景观之后，回来
再复归传统的一个桃花源。

在画展开幕式上，任建国的好
友、“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说，“任

建国的画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如
果没有对生命的热爱，他是画不出
那么多打动人心的画作的。”俞敏
洪将画展主题“再寻桃花源”视
为好友内心的期待和大家共同的
心声，“无论远离故国千里万里，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故土和祖国能
够永远辉煌。”

在 陈 亚 非 看 来 ， 悉 尼 、 北
京、宁波三城生活的松紧变奏与
多元文化体验，使得任建国的艺
术 可 以 不 受 画 坛 驳 杂 现 实 的 干
扰，不拘成法，正如任建国画中
一首题画诗所云“长居风林谷，焉
知世外几多秋”。

如 今 ，任 建 国 仍 每 天 笔 耕 不
辍，精力旺盛，保持少年般的好奇
心和探索欲，不问得失，不逐名
利，守住初心。在他的整个艺术
人生里，对中国山水的热爱、对
家乡人民的深情、对故土故园的
依恋，是他游走世界、浪迹天涯
的生命中永恒的桃花源和归宿。

故园萧萧
丹青雅韵寄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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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乡风暖》纸本水墨 2016年

展览现场。（黄国飚 摄）

《二月飘香》纸本水墨 2015年

《山地风》纸本水墨 2016年

《风行图》纸本水墨 2016年

《满月》绢本工笔重彩 1981年

《风轻十月南山晴》纸本水墨 2016年

《冬去春又来之二》纸本水墨 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