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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025年年 44月月 77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看菏泽·文化

记者：欣闻您的第二次回

乡画展“画说我心·侯博瀚写

意花鸟画作品展”已在菏泽开

展，借此您能先谈谈这次展览

的初衷吗？

侯博瀚：好的。2023年我

首次回乡办展，在家乡领导和

有关部门的关怀支持下，展览

获得成功，作品也得到众多家

乡父老乡亲的认可与喜爱，这

对我是鼓励，也是鞭策。另外

在菏泽职业学院的推动支持

下，在菏泽产教融合大学科技

园设立个人艺术展厅，这也为

我能持续有机会参与和支持

家乡的文化和教育事业提供

了良好契机。而这次展览既

是菏泽牡丹节会文旅、文创活

动的组成部分，也是积极参与

菏泽职业学院推动在高校大

学生群体中传统文化教育的

有益尝试，更是对 2025菏泽世

界牡丹大会的献礼。

记者：作为菏泽人，您与

牡丹的缘分似乎从出生便已

注定。这种乡土基因是如何

塑造了您的艺术选择？

侯博瀚：众所周知，菏泽

是闻名于世的牡丹之都，我

出 生 在 菏 泽 牡 丹 的 核 心 产

区——曹州牡丹园赵楼社区，

这里家家户户种牡丹，牡丹的

芬 芳 浸 润 着 我 们 的 日 常 生

活。花蕾的生发、花瓣的润

泽、枝叶的脉络、晨昏的光影

变化，都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视

觉记忆。更关键的是，家乡人

对牡丹的敬畏与热爱——他

们将牡丹不仅视为经济作物，

更是精神图腾。这种集体情

感让我很早就明白，牡丹画不

能止于形似，而需承载文化根

脉与生命哲思。

记者：您提到牡丹是家乡

的精神图腾，这种情感是否也

直接影响了您走上艺术道路？

侯博瀚：谷雨时节的家乡

牡丹盛会，总伴着画家与学子

云集写生的身影。那年偶遇

北京画家艾庆芸在曹州牡丹

园中办展，有机会看他现场作

画，非常入迷，甚至逃学痴看

数日，尽管因此受到老师批

评，但这次经历坚定了我投身

艺术的决心。后有幸得他赠

画并指点迷津，还寄送专业资

料书信鼓励我，更让我懂得热

爱可成人生志业。牡丹见证

着这份艺术启蒙——从低垂

花影里看见风骨，在墨色晕染

间寻得方向，我的画笔始终与

这片芬芳共生，绘着永不言弃

的追梦赤诚。

记者：后来您考入天津美

院，这对您来说，意味着真正

走上了专业道路。求学期间，

哪些老师对您影响最大？他

们对您以后的艺术生涯有哪

些重要启示？

侯博瀚：天津美院国画教

学体系是孙其峰先生奠定的，

在艺术思想上孙先生对我的

影响很大。孙先生常讲艺术

上要“瞻前顾后、东张西望”；

也讲学画不要“走着瞧”，应

该“瞧着走”。先生有方自制

的 印 ：知 足 ，知 不 足 ，不 知

足。这些看似诙谐幽默，实

则充满了无限的智慧，已上

升到了哲学高度，让我受益

终身。另外影响我最大的就

是霍春阳老师了。霍老师重

视传统艺术的核心价值，倡

导艺术溯源守正，注重画外

功夫。平常他教导我们多用

儒学等传统经典丰富自己，

他身体力行，手不释卷。霍

老师常讲“抱常而守一”是民

族引以为骄傲的理念，其提

倡“无异言而生清静心”，这

些都深刻地影响着我，改变

了我。他们让我领悟到传统

的分量，感受到传统文化的

博大，这种深耕并非重复传

统，而是借笔墨与先贤对话，

于程式化中实现个性突围。

当然，天津美院还有很多

优秀的老师，张蒲生、陈冬至、

陈福春、贾广健等，对我都有

很多的帮助和影响。

记者：中国画讲究师造

化，也叫写生。您注重写生，

并且将写生视为艺术创作的

必修课，这与西式写生有何本

质区别？

侯博瀚：近十年来，几乎

每年四月我都回乡写生，我常

想起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

的箴言。中国画写生是“以形

写神”的悟道过程。西画重物

理细节如光影折射，我们则从

物象中观照精神品格——如

观牡丹低垂见其“不向狂风

展”的风骨。写生时独坐花

间，实为心灵与自然共振，笔

下呈现的已非物象本身，而

是胸中逸气与生命感悟。中

国写生记录的是不可复制的

生命状态，最终通向精神世

界的畅和从容，这恰是东方

艺术将写生视为完整创作的

本质差异。

记者：去年牡丹节会期

间，您把侯博瀚艺术展厅陈列

的作品全部无偿捐赠给家乡，

您能谈谈当时的初衷吗？您

又是如何看待艺术家与故乡

的关系？

侯博瀚：我离开家乡三十

多年，故乡在我心里一直是个

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的情愫，

还好我还能用画笔去弥补语

言表达上的不足。我一生最

美好的时光，最无忧的生活都

留在了这片热土，至今仍温暖

着我、滋养着我。菏泽牡丹养

育了我，更滋养了我的艺术生

命。故乡是我梦想开启的地

方，有机会再回到出发的原

点，我想这不是简单的回归，

我视为回炉再炼造。作为从

菏泽走出去的画家，我也有

责任和义务为家乡的文化建

设出谋划策，为家乡的发展

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当

然，我此举仅仅是抛砖引玉，

其目的是让更多的在外的菏

泽籍文化艺术界有志之士关

注菏泽、传播菏泽，都能为家

乡的发展助力添彩。捐赠不

是单向输出，而是完成文化

能量的闭环。艺术家就像候

鸟，飞得再远也要回望故土

的巢——那些捐赠作品，是

我用半生漂泊换来的对故乡

的重新发现。

记者：您倡导“中正文雅”

才是中华文化及美学传统的

正道、大道。在当代艺术语境

中，该如何坚守这种价值？

侯博瀚：当前艺术界有两

个误区：一是将传统符号化

制成文化快消品，二是沉迷

视觉刺激的“审丑狂欢”。我

的中正观根植于《中庸》致中

和思想。创作根基在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这决定艺术

高度——中国画本质是学问，

必须把握其发展规律。创作

的“根”与“源”就是博大精深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

中国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

壤。千年写意传统在现代愈

发重要，因其能真实表达高

妙感受、自由抒发才情。传

统不是枷锁，而是防止创新迷

失的坐标。

记者：在AI绘画冲击艺术

的今天，您认为中国写意画的

不可替代性何在？

侯博瀚：人工智能可以完

美复制《牡丹图》的笔触，但无

法复现创作时的心境。笔锋

在宣纸上的每一次迟疑，都是

我与牡丹三十年对话的顿挫；

墨色渗化形成的意外肌理，记

录着某个春日午后湿度与体

温的微妙互动。这些不可控

的“瑕疵”恰是写意画最珍贵

的“人气”。就像古琴的“走手

音”，留白的呼吸、飞白的喟

叹，都是机器无法模拟的生命

在场证明。

记者：未来在艺术传承和

家乡文化建设方面，您还有哪

些设想？

侯博瀚：下一步我计划筹

建“牡丹艺术基因库”，系统梳

理历代牡丹画作的笔墨谱系，

同时采集菏泽千余牡丹品种

的形态数据，构建传统美学与

植物科学的跨界档案。另外，

在艺术上更加深入对牡丹画

的研究和探索，直面牡丹花

开花谢的全生命周期——唯

有理解牡丹从萌芽到凋零的

完整叙事，才能画出超越“吉

祥 图 案 ”的 深 层 文 化 隐 喻 。

再就是把牡丹文化放在黄河

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之

下 ，与 世 界 文 化 接 轨 ，去 碰

撞、找融合，做出世界的牡丹

文化。毕竟，家乡给我的最大

馈赠，不是盛放的牡丹，而是

它教会我：真正的艺术，要从

泥土里生长出来，再走向更广

阔的世界。

后记：在这场充满思辨的

对话中，侯博瀚始终将牡丹作

为文化解码的密钥。对他而

言，故乡不仅是地理坐标，更

是精神原乡；牡丹不仅是创作

题材，更是贯通古今的艺术方

法论。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间，这位从曹州大地走出的画

家，正以笔墨构建着属于这个

时代的“牡丹精神图谱”。

水墨寄情故园春水墨寄情故园春 丹青铸就牡丹魂丹青铸就牡丹魂
———侯博瀚菏泽双展对话艺术初心与乡土基因—侯博瀚菏泽双展对话艺术初心与乡土基因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璐璐姜璐璐

“阅尽大千春世界，牡丹终古是花王。”在 2025菏泽牡

丹节会启幕之际，“画说我心·侯博瀚写意花鸟画作品展”在

菏泽文创科技大厦揭幕，展出其近年创作的三十余幅写意

花鸟画，其中牡丹题材新作居多。继 2023年首度返乡办展

后，这位“牡丹之子”再度以水墨寄情，向故园呈献艺术赤

诚。其笔下牡丹承宋元风骨，融明清气韵，以“娇而不艳、宁

净天然”的独特语汇，将国色天香之雍容与文人写意之超逸

冶于一炉。

展览期间，这位享誉画坛的牡丹圣手接受本报记者专

访，从宣纸上的水墨氤氲到根脉深处的文化基因，畅谈几十

载丹青路上对“国色天香”的独到诠释。在这场艺术与乡情

的双重对话中，一幅新时代的“牡丹精神图谱”正徐徐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