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福的工笔画，笔法巧密精细，构图优雅，摹古而不泥古，有绵密华丽之美。他笔下的观音，面容端庄祥和圆润饱满，令人恬静顿生。他画
的系列达摩图，色彩淡雅，线条流畅，画面超凡脱俗有瞬间出世的通透之感。但是，最近几年的艺术探索，万福痴迷于画荷花。他笔下之荷，既
有中国工笔画笔法的极致唯美，表现形式上却又凸显画家个体对荷的深刻诠释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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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简历

万福，原名陈万福，1966
年出生，工笔画家。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美术家协
会会员，四川省中国画学会会
员，四川工笔画学会会员，四
川省诗书画院特聘画家，四川
客家画院专职画家，四川中国
画研究院画家，诗婢家画院画
家。

万福：朗月清风似秋荷
□ 杨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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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万福，长发马尾，圆脸剑眉，身形敦实，眼
神清澈。

古人曰：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万福或
许就是这样一个人，与远方有默契安静的融合，与
画坛有疏淡胆照的距离，与朋友有自然随缘的相
处，如清露晨流，呈现出一位有个性的画家独特低
调的特质。

读一个人，不能只读其外而不读其心。
谈到艺术创作，万福似乎永远不急不躁，如山涧

溪流，缓缓流淌出烟浓雪柳般的透彻；更宛若畅饮一
壶暖茶，别是闲滋味，笑入彩云间。外表粗狂，有豪迈
之气武夫之相的万福，内心其实潜藏着中国文人墨客
的敏感、细腻与浪漫。作为一名画家，万福精于工笔，
以庄严精致、脱俗精谨之法进行创作，因而作品少而
精。他的作品量或许并不算高产丰盛，且大多数作品
都是极小的尺幅，但是，在我眼里，每一幅都堪称精
品。他的绘画，渗透出一位兴趣丰富、散淡安静、自在
随缘的画家在创作时的严谨与深情。那些残破如丝的
荷叶，一朵饱满的莲蓬，几枝干枯的莲杆，两只翠鸟丰
满而尖尖的长嘴……他的画始终缱绻着画家个体精
神的叙说与释放，始终洋溢出和谐、温暖、典雅以及生
命不屈的张力。他在工笔画的艺术探索上，有自己很
多的思考与想法。他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有限，在绘画
艺术道路上，经过系统摹习古人的经典作品后，不能
做过多停留，而是要通过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回望，更
多的对经典作品进行传承式的思考，再加上后天在其
他艺术门类中找到的审美共性，拓展思维，最终找到
属于自己情感依托的视觉表现形式。他喜欢古代画家
的纯粹与精湛笔触，对宋朝时期的工笔画尤为痴迷。

“我追求宋画的神采与韵致，工致周密，笔精色妙，意
韵清雅的表现形式。”近年来，他研究荷花，长期画池
塘之荷，尤其是残荷。他笔下的残荷，并未有颓败萧瑟
萎靡之感，反而生发出一种纯净唯美的精神境界。恍
惚间，生命在残败中氤氲重生，虽风烛残秋，却依然清
雅独立。这是画家对“荷”之高洁的认知，不仅仅有画
家个体不可遏制的对大自然中生命的纯、善、美的强
烈追求，更有画家对世间万物“如来如去”以及“来去
吉祥”的深刻诠释。

万福的作品，细品之，皆有味。
他作品最突出的特点，除设色典雅、构图奇异

唯美外，更有画面渗透出来的古朴雅致、意在高韵、
耐人寻味的层次感与思想性。他痴迷荷塘，常静静
漫步其中，独享那一份意象丰沛的感知。他常常感
慨自己的灵魂与荷有缘，他对荷的深情，或许只有
他自己懂得其中的那份意涵。他喜读周敦颐的《爱
莲说》，悟透“莲”是君子，是圣洁，出污泥而不染的
君子精神，正是当下人所需要追求的珍贵精神。万
福的画，既有宋代画家的传统之韵，又有当代画家
的笔墨穿透。他画的荷，并非千篇一律似曾相识，而
是笔法独到晕染构图奇异独特。他往往于工笔与虚
写里，渲染出极其浓郁的梦幻色彩，使得画面呈现
出一种朦胧迷茫却又清晰美丽的感觉。他总是在思
考如何对“荷”的表现手法上有出其不意、妙穷毫厘

之感。他更喜欢冥想，领略池塘之荷在“刹那间”的
生命意义，并赋予其轮回中返璞归真的生命意义。

因而，读万福的画，会读到一种精神。让人不得
不静下心来，去安静地阅读其中蕴含的生命最本真
的内涵，去捕捉他思想深处的如来如去。他的绘画
作品，分为很多表现形式，比如，他画在宣纸上的
荷，气息大都清新雅致。如《醉金秋》《无上清凉》《惠
风和畅》《空即是色》等等，笔触绵密细致，粉黛互
用，青绿朱砂、赭石淡墨交融。他繁复勾勒并以精湛
笔触表现出来的荷叶、荷花与翠鸟，沉着、高雅、严
谨，可以感悟到很多的情趣与意味。从万福的作品
中，完全可以读到画家的情绪如水波涟漪的起伏，
他在晕染荷叶枯败焦透的意境里，呈现的粗犷写意
的笔法，与工笔精湛的荷花映衬，于是，造型中的荷
叶与荷花，一虚一实，模糊且无边际，洋溢出画家精
细的工笔与洒脱写意笔墨相融合的淋漓酣畅。于
是，从万福的作品，更会读到他精神世界里散发出
来的岁月茫茫意，花里不知秋的味道。

万福的作品唯美，耐读，有内涵。
近年来，他喜欢用小斗方的金卡来画残荷，呈现

华丽厚重之美。每一幅既可独立成画，也可连接成一
幅长卷。很显然，万福在创作时，是花费了很多巧妙的
心思来进行构图思考的。“在创作前，一般会有比较清
晰的思路与想法，一旦酝酿到自己认为成熟时，首先
内心是冲动与激情的，甚至有时候会被自己的思绪打
动。”其中《风定荷更香》是画在金卡上的四幅斗方连
成一幅的条幅作品。四幅斗方，既独立成画，又可相连
成画。画家在作画时需考虑到画面整体艺术效果的精
准与艺术性，因而在构图与造型上颇费心思，让画面
不仅具有视觉美，而且具有“相连与断离”以及“存在
与理性”的哲学思考。万福近期很多作品，如《藕花深
处》《荷塘雨过》《心经》《风定荷更香》《墨随心意香自
来》《爱莲说》等，都属于工笔画精品。

万福出生在成都。万福的父亲自小住在成都忠
烈祠东街(旧时称会府)，这条街主要卖古玩字画，和
北京的琉璃场相似。万福的父亲从小在那里长大，后
来自己又经营了一个卖古董的地摊来养家糊口，因
而，幼年的万福得以有幸与一些非凡的老先生有过短
暂接触。如刘香雪老先生，来自民国时期善思的智者，
还有老报人老顽童车辐先生、大儒兴公余中英先生、
鸿冥翁徐寿老先生及其公子书法家徐无闻先生、著名
鉴赏家乔德光先生、著名画家张采芹先生、赵完璧先
生、周抡园先生、吴一峰先生等等。“他们那种高贵不
凡的气质与谈吐，深深吸引了我，至今难忘。”万福回
忆起刘香雪先生，感慨万分，他说，“1977年，文革结
束不久，我的记忆永远定格在刘香雪老先生身上散发
出的民国时期文人儒雅中带着高贵的气质，犹如电影
画面，栩栩如生。满头银发的香雪老师与师母相伴而
行，香雪老师常常穿着全身雪白的绸缎，披着质地精
美的黑色薄呢斗篷，拄着拐杖，恰如绅士，优雅至极。”
15岁那年，万福接触到著名画家赵蕴玉老先生。从赵
蕴玉先生身上，万福体味到了什么是“夜静月明谈剑
处，春深苑护读书屋”的雅趣。万福还记得自己16岁

时，认识隔壁一个叫作李山的邻居，李山喜欢书画，万
福就常常去他家观看他如何绘画。这些幼年、青少年
时期美妙的人生经历，如一枚枚印章，在万福成长的
道路上，一次次留下他逐渐接触并认识到艺术美学的
深刻印记。人生路上，每一个起承转合，都带着不可解
释的玄妙，万福自幼就在心底埋下了对美好事物、美
好人、美好自然的认知与痴迷，因而，青春时期的万福
在四川包装工业总公司(原印刷二厂)任平面设计师
的经历，加快了他痛下决心割舍安闲与稳定，而去追
寻自己精神与灵魂所渴求的艺术之路。

一位安静的画家，人生里，总是充满着耐人寻
味的故事。

谈到自己为何选择残荷作为自己工笔画创作
的主要题材，万福回忆起十年前一个小故事。四川
著名画家苏国超老先生在生命最后一段日子里，相
约几位好友来到三圣乡荷塘月色小聚。餐后，万福
陪同苏国超老先生散步，他们走到荷塘月色一大片
长满荷花的池塘中间，金色晚霞中，身边全是一望
无际的秋之残荷。这些残荷在秋风中坚韧地挺立
着，叶子几乎全是枯黄卷曲的，或者已经被风吹镂
空，满池塘的残荷，色彩混杂着石青、赭石、墨色与
红色。喜欢摄影与绘画的万福，在这一刹那间，顿时
被眼前金色池塘里的残荷深深打动：那一瞬间，色
彩在眼前跳跃，血液在身体里流淌。秋风中，他想起
了尼采那句闻名世界的话：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
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万福透过残荷的表象之美，
体悟到残荷相互交织、依靠、错落、叠加而留在金色
池塘的韵律与美感。“这样的美，随微风散发出来，
撞击到我的心灵，点燃了内心澎湃的生命力，带着
周敦颐《爱莲说》笔下君子之风的风骨与极致之
美。”他说，“我一直想画出自己心中的工笔画。”

我惊叹于万福捕捉每一个残荷画面的视觉张
力，以一位艺术家清澈透明的视觉感与美学角度，诠
释出大自然中残荷独有的尊贵之美。我能感觉到，万
福在人生的每一个时间段，都追求着海阔天空的身心
自由与驰骋之感。除了音乐与绘画，万福最痴迷摄影。
仔细翻看了他的《万福摄影集》，阅读其中他自己写的
序言，发现他其实很用心地以“如来如去”作为摄影画
册题名的初衷。万福其实是一位思想境界很脱俗的画
家，他懂得虚与实的空间感，懂得逝去与当下“刹那
间”的生命意义，血脉里流淌的华夏文化基因。因而，
一年四季里，挎着相机来到池塘边，静谧中观察荷塘
变化的万福，沉迷于荷叶、荷花、莲蓬们在大自然中蓬
勃与萧瑟间的轮回与变化，阅读着那一片片未知的来
自荷塘深处的隐藏的精神密码。

读万福的作品，与万福交谈，恰如冬天里围炉
温酒，浅饮渐暖。

他灵魂的丰富有趣，恍若池塘之荷，坚韧而饱
满。我们的访谈在缓缓流淌而出的音乐声中，在一
壶淡茶里，蔓延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清朗无
尘。宛若万福书房墙上挂着的那一幅还未完成的满
构图的新作《金色池塘》，即使烟笼修竹月在寒溪，
也一样有阵势纵横落笔飞花的自在舒畅。

天界-喜马拉雅

盛世荷音

晨露

金色池塘

花开的声音

留得香魂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