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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毅：绘画成为他的精神归属
□ 杨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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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简介

兰毅，字野人，号醉石斋
主，1961年出生于成都。国家
一级美术师，四川省美术家协
会会员，中国国际文化促进会
书画艺术委员会特聘画师，四
川徐悲鸿张大千艺术研究院画
师，四川乡情画院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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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帕斯卡尔说，看到微观世界，人就显示出他的伟
大。而如果人们眼睛望着宏观世界，就会认识到自己是多么
渺小，就像一颗尘埃，一粒原子。帕斯卡尔这句话，很显然
启发了兰毅对生命、自然的客观认知。每当他外出采风身临
绮丽巍峨的山水之间，眼前的森林、群山、溪流就会慢慢触
动他心底无限的思绪，令他瞬间有虚空之感。他不断找寻着
空间与视觉的距离，找寻着画面构成与色彩的融合，并在美
学的考量里，最终以笔墨释放出心灵的反映。对中国山水画
的深度领悟与感知，促使兰毅在创作中遵循着自我心境面对
宏观世界的起伏与观照并赋予画面静谧的沉郁之气。能感觉
到，他很想在自己的山水画里表达个体的情绪与思想。但
是，艺术之路并非是一路旖旎而平坦的，一位画家要画出一
幅好作品需要的是执著、激情以及天赋。在很多画家朋友眼
里，天性豁达的兰毅勤奋乐观，且天资聪颖，悟性较高，画
画与他生命相伴，且给予他无限乐趣。与兰毅交谈，让人轻
松愉悦。很有意思的是，他谈笑风生潇洒率直的个性似乎与
他笔下那些寂静的淡烟残垣、栖鸟傍溪、风鸣幽谷的水墨山
水形成强烈反差。或许，看似喜欢热闹的兰毅，骨子里却更
愿意去享受山水之间那种清幽澹淡的宁静。或许，作品正是
他深层次精神诉求的反馈，也是他个性里立体化追求的一种
表现。正如，他画画之余，更愿意在寂静之夜里去研究摸索
篆刻一般，雕刻一方方印章，这样的感受让他沉迷其中。作
为一位山水画家，兰毅更会在身处雄浑质朴隐匿群山的彼此
观照间思绪起伏，他感觉到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这些
属于个体的觉知与觉醒，赋予爱思考的他很多细腻如小火花
般的启迪。他顺着这些启迪，在山水画里去寻找着自我精神
释放的立足点。因此，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里，读到那些

“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的寂静，以及画面里那一缕一缕
的淡定、落寞与空寂。在很多画家眼里，兰毅的执著秉承于
天赋与恒心，他骨子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热爱，远远超越了
他对世俗生活的认知。“我热爱山水画，天性使然，更与我的
经历有关，我幼年时就热爱大自然，青年时期在很长一段时
间的工作中，行走在华南和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这些画
面触动我的心绪与创作激情，只要一画山水画，就感觉自己
的灵魂似乎就游走于青山绿水之间，很享受能够在绘画里这
样自在释放心境的时刻。”

“但是，真正潜心下来开始进行绘画创作，是 1999 年以
后，先进入成都翰林学院学习了五年，从中领悟到很多以前
在绘画实践中没有品味到的东西，比如一些技术性处理与绘
画理论，于是，自己开始慢慢在实践中琢磨中国山水画的独
特韵味。”为了加深对中国绘画的进一步认知，兰毅接着又跟
着画家周毅先生继续学习中国山水画。他勤奋，刻苦，多年
过去，坦言感触颇深收获挺大。“我对中国绘画的学无止境，
算是领悟到了，我感觉自己一直在路上。”兰毅在山水画的创
作中坚持自我，尽管他的视觉与构成一直在传统山水里徘
徊。但是，很可喜的是即使遇到瓶颈，他也并未放弃，他始
终在寻找属于自身的具有显著个体特点的艺术符号。中国山
水画家众多，要画出具有强烈个性特点的好画，对很多山水
画家来说都是任重而道远的事情。优秀的作品，需要经历时
间的磨砺。但是，兰毅并未气馁。他表现出一位画家勤奋、
执著于艺术的坚定。当生活还在继续时，艺术就成为他的精
神导师。

1961年，兰毅出生于成都，家里就两兄弟。他的母亲是
学校数学老师，父亲是铁二院职工。“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
的父亲很能干，他既会裁剪衣服，还会木工做凳子，是一位
乐观天趣且心灵手巧的人。”读小学时，兰毅就喜欢画画，断
断续续画了一些素描，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因此从初一开始
到高中，他都是班上出黑板报的宣传委员。1979年，他参加
工作，然后全脱产考入石家庄铁道学院，毕业后回到铁路工
作，“我主要做勘察设计工作，因为学的是铁道工程，走的地
方多，看的风景多，特别适合我画画。”他一边在山里做勘察
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写生眼前的山山水水。“当然，主要
还是临摹南宋的画多，直到现在，在临摹之中，我喜欢在传
统与现代之中穿插而行。”色彩运用上，兰毅喜欢用单一的、
淡雅的色彩，他的作品里，浓墨较少，淡墨偏多，他更喜欢

用淡墨与皴法来体现山脉的俊逸，而浅绛色、花青、藤黄是
他运用比较多的色彩。“我不喜欢颜色太复杂，我更喜欢层次
丰富中如秋景的色彩。”在作品的视觉感上，他更愿意自己的
作品呈现出“深远”的意蕴。中国传统山水画的三种取景方
法有高远、深远、平远，通过这三种方式表现的分别是高
度、前后纵深和远景，这就是中国画特有的透视法。兰毅坦
承：在画面的构成上，或许可以追求“高远”或者“平远”，
但是我更愿意画出画面中山水的深远。北宋郭熙提出：“自山
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深远之色重叠。”因此，追求画面

“深远”气息的兰毅，在注重风格朴素以及画面优美外，还在
深入观察的基础上努力去进行生动的描绘。他欣赏中国哲学
的核心思想“一阴一阳谓之道”，在阴柔的笔触里注入阳刚的
皴擦，在画面的远与近，虚与实，浓与淡，深刻与表象里，
切入自我感知的独特视角。他的作品，如《宝山村印象》：一
座伫立在山脚下的小村庄，溪水潺潺，几棵高大的老树在溪
水边静立，蜿蜒的山路上有两个背着背篓归家的山民，整个
画面散发出气息恬静清凉的，却又有幽深沉郁之感。有趣的
是，这幅作品整个色彩依然是以水墨为主，单一纯粹画面中
跃然而出的只有山民木屋窗户那几颗星星点点的赭石色，暮
色里，唯有这几点温暖的色彩才是画面中宝山村的魅力。作
品《故山多在画屏中》：陡峭的岩石，孤寂的瓦屋，飞流的瀑
布，流淌的溪水，这些寂静与动感强烈的元素背后，画家的
色彩依然是阴郁淡然，画面给予人的感受是很深的孤独与落
寞。

兰毅努力想让自己成为一名有独特个性的山水画家。“赋
予画面以内涵，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绘画的初级阶段过
去后，画一段时期，必须跳出这个阶段的框子，形成自己的
风格。功夫不到，努力不够，作品就没有进步，我还在努
力，还在艺术之路上行走。”他研习传统绘画，并不只是去寻
找笔墨的技巧，而是想去找到传统绘画笔墨中的灵魂。“线条
必须要有书法的功底，古人书法遒劲高迈，因而，画画必须
要通过笔墨来完成皴擦点染，在笔墨中坚持画下去。”兰毅坦
承自己更偏重于文人画，这或许与他追求的诗意有关。“诗书
画印是相通的，我喜欢雕刻印章，在篆刻中去感知篆书线条
的变化。”关于选择绘画元素，以及绘画空间感与视觉呈现，
兰毅把整个山水画都看成一幅中国古代的“太极图”，他注重
禅味，认为禅味是人生最高的一种境界。在兰毅眼里，山体
就是“心体”，河水就是“念头”，房屋是“心灵的归属”，人
是“寻道”者，桥是“修炼”。他把对禅的理解融入绘画里，
在很多作品里，我们可以读到他赋予画面的空与无。比如，
作品《太行山居图》：藏于深山峡谷的民居，眼前密密匝匝的
森林老树，湍急的溪水，隐隐约约的一个走路回家的山民，
安静于眼前，满足于此刻，依山而居，沿水而行，远方就在
脚下。当我们沿着山泉涌出的溪水而行，倾听着潺潺流淌的
水声，鸟儿在树林间低鸣，那就是一种音乐。这种音乐如禅
音缥缈，能激发出人们对宁静的渴望，那是人们内心深处十
分隐秘而深邃的东西。兰毅的某些山水画，造型章法与笔墨
构图上还颇有一些古拙风范，如作品《太行秋韵》《春去夏犹
清》。另外一些颇有禅静趣味，作品如《寒山斜醉秋》：画面
里那个划着一叶扁舟的打渔人，在波浪里前行，远处的深山
朦胧缥缈，近处的大树婆娑伫立，那个漂泊的渔夫，是否就
是你我的写照？

“我始终追求作品简淡沉郁的风格，意境深邃，色彩淡
雅。但是，未来要画出具有显著个人符号的独特中国山水
画，我还需要努力，还需要进一步在绘画实践中去琢磨，去
探索。”兰毅的画室叫做“醉石斋”，这与他喜欢石头、喜欢
篆刻与书法有关，他沉迷于篆刻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他至今
难忘自己成长道路上很多给予他指导的绘画老师，尤其难忘
尤奎堂老师。他敬佩老先生身上朴素的哲学思想与高洁的风
骨，这些品德令他敬仰而受益匪浅。除了画画，兰毅爱好广
泛，他喜欢健身，尤其热爱羽毛球、乒乓球、游泳、唱歌、
跳舞。他更喜欢自驾旅行。“那种在风中驰骋走向大自然的感
觉很棒。”兰毅的朝气勃勃、心怀诗意与他画面的空寂沉郁、
幽静淡泊彼此在融合、分离、再融合里交汇，这是哲学的辩
证统一。而于他来说，绘画早已成为他的精神归属。

兰毅的山水画，笔触与墨韵趋于传统，色彩淡雅，却藏古拙之气，这与他长期临摹宋代山水画有关。他的作品，坦然地在传统与
现代之中穿插而行，行笔细腻，禅韵空灵，这是他精神维度的追求，也是他心灵的最终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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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山多在画屏中

龚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