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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石

盧浮宮，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著

名的博物館之一，也是法國歷史上最悠久的王

宮。無與倫比的《維納斯》、《勝利女神》及

《蒙娜麗莎》“三個女人”成為舉世公認的鎮館

之寶。2005年12月15日，法國國家藝術沙龍

展在巴黎盧浮宮開幕，在參展作品中，中國著

名畫家薛林興的作品《貴妃醉酒》引起了人們

的注目，畫面上的楊貴妃明眸低垂，羅袖動

香，冰肌凝雪，秀發如雲，手執酒爵，如夢如

幻，在酣醉醇香中飄然欲仙……

在這次展覽中，《貴妃醉酒》被評為特

別獎，中國人能在這個藝術展上獲獎還是首

次。薛林興為中國美協會員，國家一級美術

師，北京林興畫院院長，曾長年旅居日本，

其作品曾先後獲得聯合國“國際文化學術

獎”、“世界和平藝術大展金獎”、“美國

總統杯金獎”等。他此次參展並獲獎的作品

《貴妃醉酒》以其獨特的東方美的特色及卓

絕的技巧征服了評委和觀眾。

薛林興的繪畫主題以表現古今中外的女

性為主，多年來，薛先生創造了雍容華貴的的

貴妃、冷艷冰肌的山鬼、冰清玉韻的嫦娥、銜

木填海的精衛、彩石補天的女媧及花季如斯的

少女、懷春思夫的少婦近百個古典與現代美人

形象。雖然美女是一直是古今中外普通的繪畫

主題，但是在薛林興的筆下，這些千姿百態的

女性得到了美的濃縮與全新的演繹，而畫中形

象的意義超越了人體形象和藝術表現，體現了

貫通古今與天人合一的大美之境。

一、動與靜︰東方與西方的
撞擊與融合

在薛林興的繪畫中，首先讓人感到的是

在動與靜的對立統一中的美的張力，如《天

方夜談》這幅畫中，在霧般淡綠微紫的紗裙

的籠罩下，一名少女安詳躺臥，似在沉思又

仿佛已進入夢想，而她的滿頭秀發卻像飛流

直下的瀑布，暗示少女思如泉湧，廣闊的心

海波濤洶湧。《為誰回眸》也是如此，美麗

的西洋少女半跪半臥，像靜態的人體模特，

但是她的秀發像燃燒的火炬，像暴雨來臨之

前的亂雲，像台風中的怒濤，這是無風之

浪，寂靜的躁動，安寧的潮騷……

這是動中的極靜，也是靜中的極動，這

是靜穆的觀照和飛躍的生命構成的生命的兩

元，而在畫家的心靈氛圍中，它們又构成了

互相包容，相得益彰的“動靜不二”的一元，

构成了對動靜不二的生命本原的沉沉暝想。

宗白華說：“禪是動中的極靜，也是靜

中的極動，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動靜不

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禪是中國人接觸佛教

大乘義後認到自己心靈的深處而燦爛地發揮

到哲學與藝術境界。靜穆的觀照和飛躍的生

命构成藝術的兩元，也是构成‘禪’的心靈

狀態”。

我們可以說，深諳中國文化神髓的薛林

興的畫中也滲透了禪思。

《莊子．知北遊》中說：“莊子曰：‘夫

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

也，每下癒況。’”意謂估量豬之肥瘦，越

近豬的腳脛越能顯出它是否真肥。比喻越是

從最難表現事物特征的地方去推求事物的本

質，越能看清“道”的真實情況。

薛林興似乎深深領悟了這個道理。他的

繪畫的最大特點是人物頭發為最重要的情感

載體與畫意動力，在人體各部分中，最能表

達情感的應該是面部，喜怒哀樂可以從面部

上一覽無余，其次是身體和四肢，身體語言

有時也可以表現內心深處的神思與情感。但

是頭發在表現人物的心理狀態時就有些無

力，因為它是身體中不能隨意志而賦予表情

的一部分，歷代畫家在描繪人物的頭發時往

往隻作為外部身體的一部分加以表現，雖也

有個別的“怒發沖冠”之作，但以頭發為繪

畫中主要情感載體和與畫意動力的畫家在薛

林興之前幾乎難以看到。

在薛林興的畫中，頭發是人物的感情與

繪畫語言重要的推動力，像船之帆，鳥之

翼，風之眼，浪之巔……看這幅《體之

語》，畫中人物安靜地緊閉雙目，頭發卻像

黑白相間的波濤湧出畫框，思的湍流奔向無

限的時空；看《精衛填海》，烏黑的頭發如

黑色的閃電，卷起萬頃波濤，賦予“銜微木

以填滄海”的精衛以驚天動地的能量。

當最無力表達繪畫語言與心靈力量的素

材變成巨大的藝術動力和情感載體時，也就

使更容易表現心靈與情感的其它要素風聲水

起，波起萍末，使其繪畫具了非凡的魄力與

震撼力。

在技巧上，薛林興嫻熟地運用自己西畫

功底，在表現面部等靜態要素時以寫實的筆

法盡精刻微，在表現動態的頭發、衣紋等動

態要素時則大膽運用東方繪畫中的線條，釘

頭鼠尾，遊絲鐵線,像凄厲的閃電，抖出狂風

暴雨，也劃出出水芙蓉、月荷柳岸……東西

方技巧巧妙的融合與運用，使薛林興的作品

在獲得動態的緊張與對立的同時，也獲得了

一種超越人為之平衡態的自在的動態統一，

使其畫意“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二、人與自然：線與沒骨的
兩鏡相入

在中國古代哲學中，人體與自然是同构

同源關系，人體是自然結构的顯現，自然

的精華，濃縮在人體中，董仲舒在《春秋

繁露人副天數篇》中說：“雲天地之精所以

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命於天也，故

超然有以倚。……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

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

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

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

也……故人之身，首坌而員，象容也；

發，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

口呼吸，象風氣也；胸中達和，象神明

也；腹飽實虛，象百物也。”

《元亨療馬集．卷二》：“萬物之靈

也，稟陰陽之貸運，受天地之精華，體五

行之正道，受元氣而豐肥，乃有三百六十

六穴，按周年三百六十六日足太極循環之

數也。”

人是微型的宇宙，是萬物的靈長，最

能表現宇宙規律和它攝心動魄的美，同

時，人又是宇宙的一部分，喜怒哀樂，一

頻一蹙，無不發源於日精月華，山紫水

明，柳綠花明……

薛林興筆下的女性形象，就是從這樣

的中國文化神思而來，他的人物多是絕世

美女，“楚楚動人, 延頸秀項，皓質呈露,

芳澤無加，鉛華弗御”，但是她們也是山

河大地，日月群星的美的結晶。

在薛林興的《凡女人者》中，一裸女靜

臥在海藍色的月亮中，玉潔冰清，長長睫

毛下的眼睛像深潭秋水，夢般地迷離，深

不可測，美麗的秀發像彩色的湍流沿著玉

般的手臂蜿蜒奔流，不知她是從人間升飛

到了深藍的月空，還是月中的嫦娥要沿著

那彩色的湍流從銀河遊向人間，人月合

一，人比月美。

薛林興在這幅畫上題字：“凡女人者，

以花為貌，以鳥為聲，以月為魂，以柳為

態，以玉為骨，以冰雪為肌，以秋水為

姿……”

薛林興在作畫時，一定是首先把自己投

入到大自然之“天之大美”之中，然後盡精

刻微，筆走醍醐，使他筆下的人物“其素若

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菊被霜；其靜

若何，鬆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

神若何,月射寒江……”

為了表現天人合一而又濃縮了天之大美

的人物，薛林興經常讓飄逸的線條和圓潤的

沒骨像神秘的樂曲在畫中演繹出人與自然的

變奏。看他的《醉臥芍藥圃》，畫中史湘君

如醉如夢的線條像蜿蜒的溪流卷起紫羅蘭色

花海的波濤，沒骨的花海與史湘君融匯在一

起，似爭相在她冰清玉潤的肌膚上盛開，花

魂入夢，夢繞花魂，兩鏡相入，圓融無

礙……

可以說，薛林興的繪畫開辟了一條融和

之路，這是人與自然的同构同源之路，也是

東方神思與西方技巧的互攝互映之路，同時

也是他的個性之路——讓古典的東方美神在

狂舞的現代曲線中獲得一次更加壯麗的鳳凰

涅盤。

              (照片由 薛林興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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