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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追寻艺术—这在常人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但

宗晓亮还是毅然决然地做了。当年赏识提拔他的

老艺术家已纷纷作古，现代画家圈里，没人知道这

位隐世高手。于是他开始摸索，找到当代名家，诸如

北京美协主席贺成才等大画家交流，给他们看自己

的作品。为了得到更多学习和提高的机会，他于2008

年下半年正式加入丰台美协，走上学习的道路。

他对传统国画勾皴渲染运用娴熟，又有深厚的

西画技巧和丰富的图案设计经验，因此能融汇众长。

其山水绘画风格无论是孤寂淡泊，还是明快健壮，云

山水树、山峰流瀑，都仿佛诗人的意境下人性的独白，

又如高洁灵魂的写真，以自然传统为师，在继承传统

优秀绘画技法的基础上，广泛地吸取古代诸家之长，

尤其是继承了唐宋元明清以来山水画的精髓，又有

南北两派之长，形成了独特典雅和富于装饰性的艺

术风格。

每天宗晓亮总是投入十余个小时在画室，沉迷

于各式各样的画作创作中。虽已进入人生下半场，

但他积压的创作激情进一步勃发，绘画更加勤勉，

作品越来越多。“天道酬勤”是他的真切体会。他说，

不能急于求成，绘画艺术不能追求像不像谁，而要

师法自然，师出多门，认真琢磨，细细体会；要持之

以恒，探索求进，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造化为师，

把自己对传统绘画的理解和景物反复对照，将内心

感悟与笔墨精神结合，逐渐找到表达自己情感的载

体，总有一天会走出自己的一方艺术天地。

无比热忱的艺术胸怀，拜师张复兴先生

私淑之师虽多，但宗晓亮总感觉缺乏真正的

底蕴。是时，他开始寻访真正钟爱的艺术根器。经

朋友介绍，宗晓亮终于有缘结识最敬重的山水名

家、著名的“广西三杰”之一的张复兴老师。据张复

兴老师回忆：“有朋友说，一位资深老青年对我的

画很关注，拿当下时髦的话叫‘粉丝’，希望能带他

来见一面，于是我认识了宗晓亮。初次见面，他沉稳

文静的气质、实在的谈吐、谦逊得体的态度，给我

留下初步印象。几次交谈下来，我方知他与很多画

家朋友都有过交往，一直在繁忙琐碎的工作之余

拜师访友，坚持画画。当他携一卷自己的习作和临

摹到我画室时，当他讲自己工作的经历时，当他如

数家珍地介绍北京的风土世情、人文掌故时，笃定

自信、神采飞扬，好一个地道老北京人的范儿。我

问他，迷上画画这个前途渺茫的事，后悔吗？多年

在宾馆工作，人情练达的宗晓亮淡淡一笑说：‘我

想过一种从小就向往的精神生活，所以一把年纪

了，仍初衷不改，不计得失，无怨无悔。’”

在外人看来，这一问一答，好似禅机一般，但就

是在这毫无掩饰的坦诚之中，暴露着两人无比热

忱的艺术胸怀。

默默临习了十年张复兴老师的作品，终于有

了善果。2014年1月15日宗晓亮正式拜师张复兴先

生，就此师徒之缘结成。名师得高徒，传承后继有

人；高徒逢名师，更展其才。此后，师徒两人携手，

在艺术道路上共同迈进，奋笔留下不少名世佳作。

艺术已融入了他的生命

也是自此时起，宗晓亮的艺术风格更趋成

熟。着色鲜明粗细得当，笔法细腻收放有度，既注

意整体布局的把握，又关照局部画面的精微刻

画，从而达到了远观气势、近看笔墨的意境。特别

是在用墨上，他讲究各种色彩的合理构成及相互平

衡，虚与实、远与近、浓与淡、明与暗，简约组合，天水

无界。其笔触展示的浑厚凝重的多层次重叠积染，

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了大自然的恬静与灵动。

谈及山水南北派在他艺术上的影子，他说，青

绿山水，走传统画底子，造型艺术，颜色明澈，意境

感深厚，回味无穷。遮遮掩掩，才更有神秘感，浓淡

干湿焦，石山树水云能打动别人。给自己带来最多

启发的两位前辈—张复兴老师和程振国老师，

一个含情脉脉，一个冷峻强悍，前者像音乐一样，

低回婉转、诗情画意，充满浪漫高尚的感觉；后者

则气势如虹，干净挺拔、岩石般坚硬，对比气场强

烈。他们都对自己的作品有极大的影响。

宗晓亮对传统的理解超 越了对形式的沿

袭，开拓了用墨的新方法。更难能可贵的，是他

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他的足

迹遍及大江南北，创作和展出的作品数以千计，

作品历次被党政机关和国内外收藏家收藏，几

十家报刊传媒先后介绍过他的艺术成就。

宗晓亮的山水画，意境隽永、琳琅满目，其根

本在于一根根一条条骨法用笔而营造的线的世

界。画到酣畅淋漓之处，能够左右逢源，画里画外

相融一体，宗晓亮又是善用宿墨的高手。脱胶以

后的宿墨用水层层积染，更显润泽、浑厚。他精于

“知白守黑”层层积染，满幅皆黑，他把墨色发挥

得淋漓尽致，从乱中理出秩序，更显浑厚、苍辣。

宗晓亮常把山水画作为对人生哲学外延的一种

关照，在他眼里，山水意境与人格品质，以及时代精神

等均具有一种彼此映射和相互涵养的内在关联。他

力求以有形的笔墨语言来宣泄和表达无形的心中追

求与向往，那是对自然的礼赞，也是对生活、对生命的

深度思考。

宗晓亮真正做到了艺术发于心、传于笔、达

于纸，因而他笔下的中国山水画更传情，更能打

动人心。画如其人，宗晓亮的画，不是对客观自然

的翻版与照搬，而是活的山水，全新的自然。

宗晓亮对自然山川及云水的追求，在灵动、

萧散的线条组织中，独具匠心地完成了从自然物

象到艺术心象的转换。其画作的精神之气，跃然

纸上。其笔下乾坤，可谓气象万千，生生不息。

“深爱山水，愿永生做桃花源中人”—其

中既有宗晓亮对山水画艺术的独特见解与追求，

又有他长期刻苦磨练而形成的独有的笔墨技法，

更有他潜心揣摩传统绘画规律性的历史发展规

律，才逐步形成他那“深邃虚灵，幽深旷达”的个

性风格。他的山水创作，千笔万笔，笔笔见笔，又

似笔笔无笔，皴擦渲染，层层叠加，交错繁杂，然

又似浑然化一，整体合一，演变出山水独有的艺

术风韵。宗晓亮的山水作品以形写形，以色貌色，

穷尽其神、神入其理、理显其道的精神寄托，是

他娴熟技巧和艺术素养的流露。

北宋郭熙曾在《林泉高致》中讲道：“世之

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

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作画的最高境界

能够在自然与自我的走进中轻松地完成心灵的

对话以及情感的契合，并让欣赏者也能轻松地感

受到其画作中的那份干净、纯粹和内美。宗晓亮

的画作，能使你在一种精神境界里神游，得到充

分的美感享受。

在创作的道路上，宗晓亮应该说是硕果累

累。但是，从他的成就中我们也看到了他创作的

艰辛和对艺术的追求，显示出了一位画家优秀的

艺术品质，以及高度的艺术自觉。宗晓亮的山水

画既有宋元意境、明清大观，又有近代革新风骨，

山石浑厚而不失华滋，树木苍古而不乏妍润，溪

流细媚而不欠秀爽，房舍简静而不少沉穆。 

■ 来源：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苏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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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艺术
名家招待会上与著名油画家靳尚谊老师合影。

▼ 2016年，与张复兴老师为钓鱼台国宾馆合作创作《林莽秋喧图》。

▲ 2020年，在家山书画院进行创作。

非美术院校科班出身、师从山水画大家

张复兴的宗晓亮，从幼年起就与绘画结缘。他

虽无正规艺术院校深造经历，但不乏顶尖名家

指点。他虽没有成为职业画家，只是退休之后

才正式步入美术圈，却进境神速，大器晚成，潜

心临摹和钻研中国历代山水画作，精研传统而

不拘泥前人，博采众长而不迷失自我，在兼收

并蓄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厚重浩渺、雄浑飘逸的

艺术风格。而今可谓“半百重开功勋宴”，绘画

成为了他事业人生的新支点，艺术已融入了他

的生命。

从小饱得传统文化浸润熏染

宗晓亮，笔名昊成，1959年9月出生于北京

的一个翰墨世家，长辈里不乏能书善画之人，

从小就饱得传统文化浸润熏染。宗晓亮小学起

即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喜欢涂涂画画，经常

拿着笔在可以寻到的地方又涂又画，仿佛那些

地方都是画纸，可以随意涂鸦心中所想。但就

是从这些原始的涂鸦里，从最初的点、线，明、

暗，到后来的线描、水粉，广泛接触，他一点点

地学习、一笔笔地体会、一天天地积累。他虽

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画家的指导，但在不断创

作的过程中，表现出了非凡的绘画才能，经过

数年用心摸索，犹如幼苗般破土而出，茁壮成

长。这时他开始对中国画情有独钟。在他的记

忆里，人生中第一张正式的山水画作《蜀栈连

云》，是临摹邻居家的一幅蜀绣。这幅作品，展

现了他对中国山水画非凡的感知和理解。宗晓

亮的祖父终生精研书道，对他的特殊才能非

常赞赏，欣然对这幅作品进行题跋以资鼓励。

怀揣对艺术的向往，得书画大家指点

1977年，宗晓亮报考中央工艺美院，初试

非常顺利，到复试环节，上午素描石膏像，下午

2小时自由创作，题材是“祖国新貌”。北京市

报名900多人，但只能招9个人。虽然十分努力，

但宗晓亮还是由于种种原因落选。再次高考

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化工学校。怀揣对艺术的

向往，想继续等待考上美院的机会，但等来的，

却是统一“上山下乡”的调令—到北京延庆

县大榆树公社刘家堡村插队两年零一个月。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上山下乡”生

活期间宗晓亮种过庄稼，铲过禾苗，过着完全脱离

了喧嚣的生活。这段时间，他没有忘却绘画，有机

会就借用大队宣传展现自己的才能，深入劳动和

生活……他由衷地感到，插队生活改变了他的命

运，让他有了深入了解自然的机会，并终生受益。

1980年宗晓亮结束插队生活返回北京，

成了名副其实的“待业青年”，但这也是他最为

兴奋的一点—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实现自

己的理想，认真搜寻临摹各种杂志，寻找沈周、

文徵明、唐寅、仇英、吴振等古代绘画大师的

作品，以期提高画艺。

这期间，宗晓亮有幸在一代书画大家陈

硕石先生处短暂学习。陈硕石先生师从齐白石，

又从吴昌硕处颇多借鉴，作画擅用焦墨，作品讲

究气势，追求力度，尤长画梅，法宗传统又独辟蹊

径，擅诗、书、画、印，技艺精湛，成就卓

著，治学严谨，为人坦荡。他勉励宗晓

亮，要重视画内功与画外功的结合，画

内功虽然是艺术专业的基础，但是衡

量艺术成就的大小、境界的高低，最后

还在于画外功，即艺术家的人格精神及

文化素养。

在西苑工作，坚持绘画事业

1980年，宗晓亮被分配到北京西

苑大旅社（西苑饭店）从事后勤保障工

作。政治过硬的宗晓亮一开始就任团支

部书记，他对待每一项工作都认真负责，

努力做到每一个环节都不出现差错，受

到单位的重视，屡获嘉奖和提拔，从后勤

部到采购部，再到物业管理，直至从西苑

饭店物业公司总经理岗位上退休。

繁重的工作，并没有让宗晓亮放弃挚

爱的绘画事业，而是越来越努力。工作之余，

他潜心绘画技术，在画报杂志上寻找临摹的

材料，学习梁树年松山水墨，临习王雪涛牡丹

花鸟，临摹黄秋园石皴画法，画风日益成熟。

1984年，西苑饭店请当时的著名画家关山月、

李可染、刘大为等人在西苑饭店搞大型笔会，

宗晓亮由于有绘画特长，得到了协助接待名家

的机会。宗晓亮与当时中国顶级的大师们同场

交流，并得到关山月等名家的指点。

宗晓亮记得关老对他说：“临摹古人的画，

你多一些，而且很不错，形似可以做到八分，但

关键是神韵，需要走出来，形成自己的风格。”

短短几句话，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

象。几十年之后，山水画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

分，再来理解这段话，他认为决定中国山水画

之美的不仅仅是技巧，最关键的还是气韵，是

灵魂。气韵是中国艺术的内核，是生命之本。一

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几十年的文化积淀，没有生

活的积累，没有自然的灵气，是很难悟到精气

神层面的。山水画之所以能拨动人们灵魂深处

的琴弦，就在于其作品是中国传统审美理念的

升华。

在创作及深入学习的过程中，宗晓亮被关

山月等老艺术家推荐去“山水画创作班”。这个

活动，其实也等同于是一些老艺术家每周一次

的聚会和座谈，同时点拨后辈。在这里，宗晓

亮如饥似渴地学习，而且与郭传璋、李可染等

大师近距离接触，深入领会艺术的真谛。两年

多的专业学习，让宗晓亮获得了许多专科院校

都接触不到的知识，并且通过大量练习融会贯

通，进步飞速的他逐渐受到专业画家的认可。

退休后开启绘画艺术人生

宗晓亮多年在宾馆工作，兢兢业业踏踏

实实，颇有业绩，而心中却萦绕着孩提时代的

画家梦。为了圆这个梦，他错失了很多升迁和发

达的机会。2008年，他从西苑饭店的管理岗位

上退下来。对于他而言，虽然职业生涯结束了，

但真正的艺术人生开启了。

年逾半百才真正踏入自己喜欢的人生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