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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使人类精神趋于向上，快乐，和平，达到真、善、

美的境界！”[8]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程征先生评价说：“在

实践中寻找自己的路径。他没有忘记自己已经具有的西

洋画与中国画双重功底，以及其中包含着的中西画理。

前者强调客观现实的真切性、再现性，后者强调主观意

识的主动性、自由性，若取二者之长，既重生活的切近

感、真实感，又有取有舍，有强调，有淡化，则能将二

者的优点集于一身，转换为自己的优势。”[9]他启示我们

要创新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山水画，既要汲取西方绘画

造型的精髓，又要重视中国传统山水画笔墨表现语言。

罗铭沿着这样的创新思路，反复探索、实践和总结，将

中国山水画由传统表现形态转换为现代山水画形态，并

形成了成熟的山水画创作观念，构成了他的新山水画表

现面貌，实现了新时代山水画创新的形式突破。   

2、罗铭绘画实践的创新性

罗 铭 山 水 画 创 新 性 的 作 品 众 多 ， 如 1 9 6 0 年 创 作 的

《 奔 驰 在 秦 岭 中 的 货 车 》 《 飞 越 秦 岭 》 ， 1 9 6 3 年 创 作

的《长江大桥》《深山运木》等。这些作品不仅仅只是

描绘自然的景观风貌，而是反映出罗铭在不断地吸收、

融化和创新中国山水画的表现形式，来歌颂祖国经济建

设的发展面貌。首先，作品画面注重经营位置、构图严

谨，表现手法上借鉴西画造型技巧与透视关系。他拓展

了山水画的画面构成形式，巧妙经营物象位置，突破传

统山水画的单一构图表现模式。其次，注重采用传统山

水画笔墨表现技法。如利用焦墨重笔、勾勒皴擦，淡墨

烘染，表现景物丰富层次，画面意境深远、耐人寻味，

尤 其 是 探 索 出 笔 墨 与 自 然 山 河 景 象 完 美 统 一 的 新 山 水

画表现风格。可以说，他的山水画努力避开传统中国山

水画创作的程式化约束，并系统形成西方绘画语言载体

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独特笔墨语言个性面貌。罗铭一生都

对传统笔墨深入研究、不断理解、反复研究。他面对自

然景物创造性的用笔、用墨，善用焦墨、重墨，秃笔散

锋作画。强化自身笔墨语言个性，努力突破传统笔墨表

现程式。再次，注重写生。他强调现场观察、研究、体

验，并形成多方位的写生视角，使山水画面具有更广阔

的视角可变性，彰显出画面内在的审美张力。

3、罗铭艺术教育理念的创新性

罗 铭 一 生 奉 献 美 术 教 育 事 业 ， 他 在 西 安 美 术 学 院

任教期间，构建了山水画教学体系，教学中注重继承学

习 发 扬 传 统 山 水 画 技 法 ， 改 革 传 统 一 味 专 事 临 摹 的 方

法，强调从写生中创新山水画技法，鼓励学生以西画的

观察方法去理解自然景物的形体结构，注重学生个性发

挥。他辅导学生时说过：“进山写生要专攻一个山头，

认真研究。一定要多看，自然会教导我们。”他强调笔

墨现场直接写生。他还对学生说过：“用笔一定要慢，

慢则出韵。”罗铭在教学实践中发掘出很多山水画笔墨

语言与表现技法，奠定了自己新山水画教学体系的学术

地位。罗铭在西安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积极与“长安画

派”的画家相互交流学习，他的绘画理论思想与绘画风

格与“长安画派”倡导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

活”是契合的。他培养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学生中的苗

重安、崔振宽、陈国勇等都成为第二代“长安画派”的

领军人物。他们继承罗铭“中西融合”的中国山水画创

新理念，深入生活、结合写生，探索研究山水画的笔墨

技巧与表现内涵，不断推动新时代山水画发展方向。

结　语

罗 铭 绘 画 艺 术 的 一 生 ， 是 融 合 中 西 绘 画 表 现 语 言

并服务当代中国山水画的艺术典范。他的山水画作品蕴

含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审美创新，表现出他个人始终如

一的山水画变革思想。正如新加坡著名美术评论家玛戈

先生评价罗铭：“他这么努力挽救山水画的颓势，匡正

过去山水画的消极观念，实在是值得推崇的一位卓越画

家！”[10]罗铭新山水画作品是直面生活，深植传统，感悟

现实。其作品具有强烈的当代艺术感染力，同时也开创了

中国山水画表现社会生活题材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先河。

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我

们更要积极探索中国山水画艺术表现语言，提炼吸收传

统山水画中的艺术精髓，不断融合外来艺术创作理念，

提升自身审美观念和创新意识，创造出富有时代性、民

族性的当代中国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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