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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峰　1955 年生，浙江平阳人，号泓者，别署横阳散人。师从著

名书画大家陶博吾先生、张中原先生。江西画院专职画家，国家一

级美术师，江西画派研究会副会长，江西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南昌

画院终身名誉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

江西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江西个山艺术馆馆长、艺术总监，南京画

院特聘画家，江西九三学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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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作为一位立于水墨写意高峰的艺术巨匠，八大山人为近 400 年来的中国画确立了某种

标杆，令无数后世艺术家心慕手追、高山仰止。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古代画家纪念馆，八大

山人纪念馆成为南昌最具魅力的文化地标。

以青云谱道观为主体的八大山人纪念馆，四面环水，形似“八大”笔下游鱼，与梅湖

浑然一体，水陆相生而成“太极”之势。这里有距今四百余年的古井、十余株 300 年以上

树龄的古木，亭台楼阁错落分布，更有成片的桂树、竹林掩映其间。重要的是，纪念馆的

规划者努力将八大山人的艺术气质融入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石一水中，徜徉于“鹤巢

飞升”“香月凭楼”“五桂合株”“曲径通幽”“竹林筛月”“素梅一岛”“闲锄芝圃”“古

木逢春”“百牡千树”“卧听松琴”等妙景之间，似能触摸到八大山人艺术的精义。

因此，这座以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名义完整保存至今的青云谱道观早已经融入了中国艺

术史，成为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心中的圣地。

今日的八大山人纪念馆，是以青云谱道观为基础扩建而成的建筑群，集旧址保护与作

品展陈、收藏、学术研讨等功能于一体。随着八大纪念馆新馆的落成开放，现代展陈环境

对八大真迹的常设性展示，吸引了参观者的主要兴趣和目光，来八大山人纪念馆看八大真

迹以及相关展览，成为公众热衷的文化活动，这是南昌文化生活可喜的整体升级。但与此

同时，参观者往往忽略了八大山人纪念馆主体——青云谱道观，他们匆匆走过道观的曲径

回廊、荷池、竹林，径直进入真迹馆，一睹八大真迹为快；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来八大

山人纪念馆却与青云谱道观擦肩而过，未能潜心领略其中的妙处，毕竟是一种遗憾。

正因如此，林峰“心仪个山——八大山人纪念馆写生作品展”的策划、举行，就具有

了特别的意义。策展方显然意识到有必要通过特别的策划，透过一位对于八大有着深刻理

解与情感的画家的目光，引领参观者重新发现青云谱道观的文化意义。

历来学八大山人而有所成者，各有蹊径。林峰先生少时即与青云谱八大山人纪念馆为

邻，时常于道观庭院之间观看八大画作；后又在八大山人纪念馆工作数载，日夕揣摩，得

天独厚，感悟自然不同。八大山人纪念馆地灵人杰，作为一位深受八大山人艺术启迪和滋

养的优秀画家，林峰水墨写意颇得八大山人的简括秀润，意趣超迈，并融入了自身的性灵

与感悟，所作潇洒恣肆，涉笔成趣。

林峰先生睿智诙谐，才华横溢。数十年潜心书画，无论山水、花鸟还是人物，也无论

画幅大小，都能笔随心运，缘物寄情；当其放笔落墨之际，枯湿相加、逸笔草草、不求形

似而尽得天真意趣。此次，林峰先生以数载之功，为这座充满艺术灵气的纪念馆写生，既

是一次回望，也是一种致敬，同时也是一次对自己艺术源头的重新体悟。

这是一批十分用心、很有分量的写生作品。在现代城市的喧嚣中，画家潜心徘徊于纪

念馆的每个角落，用纸笔与山人对话，与传统对话，将馆内的一草一木浓缩于画卷之上。

40 件写生作品，构图谨严、物象精审、笔墨浑厚、气韵饱满、情境交融，件件堪称精品，

写出了八大山人的青云谱，写出了中国文化坐标中的青云谱，也写出了林峰心中的青云谱。

再过 5 年，我们将迎来八大山人诞辰 400 周年，时不我待，我们要用好八大山人纪念

馆这一资源，以八大山人纪念馆为依托、以青云谱道观为重心，构思、策划一批高水平的

纪念活动。希望随着“心仪个山——八大山人纪念馆写生作品展”的成功展出，能够进一

步增进人们对八大山人的理解，引起人们对八大山人纪念馆整体文化功能和价值的重视，

重新唤起人们对于这座青云谱道观文化内涵的关注。

（作者系江西省文联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 文 / 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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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景·境

曲径通幽处枝繁叶茂、古木逢春时闻虫鸟欢鸣，卧听松琴慨当以慷,香

月凭楼忧思难忘......青云十景，情由境生，情境交融，令人追忆八大

山人生活和艺术的时空。画家在纪念馆的每个角落，用纸笔与山人对

话，与传统对话，将馆内的一草一木浓缩于画卷之上。这40件写生作

品，提纯物象，营造意境，其作品挥洒豪放之中透着纤巧灵秀，对故

地的感怀贯穿其中，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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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仰·思

林峰以一代宗师八大山人为泉源，加入了自身的性灵和参悟。他的画

题材多样，风格多样，花鸟画于平淡中见真淳；山水画于物我之间见

灵动；人物画在工简之间见通透。孤简的表达一以贯之，清亮生动、

平淡天真的趣味却有别于八大山人。这与画家的生活经历性情审美有

关，也与他生活的南昌乃至江西当代的文化环境有关。正如潘天寿先

生学八大，化圆为“方”；齐白石学八大，阔笔粗放中表现出清新山

野之气，学八大山人而有所成者，各有蹊径。仰之弥高，思之愈深。

如何学习八大，结合自身的个性和素质在传承中创新是摆在后人面前

的课题。



084 085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双
宿
图　

69×
46cm



086 087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禽
鸣
佛
音
图　

90×
55.5cm



088 089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猴
月
图　

74.5×
45cm



090 091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独
沐
春
风
图　

74.3×
44.7cm



092 093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游
艾
溪
湖
写
生　

69.4×
46.4cm



094 095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三
鸟
雅
集
图　

69.5×
46.7cm



096 097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荷

塘
听
雨
图　

69.2×
36cm



098 099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月

映
芦
鹭
图　

69.9×
37cm



100 101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拜
经
图　

61×
46cm



102 103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柳
亭
独
坐　

48.4×
38.2cm



104 105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独

啸
西
风
图　

77.2×
49cm



106 107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芦
溪
月
起　

79×
47cm



108 109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独
坐
竹
椅　

若
有
所
思　

76×
48cm



110 111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拟
个
山
僧
画
鱼
（
指
墨
）　

74×
34.8cm



112 113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古

松
抱
月
图　

69.5×
69cm



114 115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野
芦
草
轩
图　

66.5×
66.5cm



116 117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抱

瓶
赏
梅
图　

68.5×
70cm



118 119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野
溪
幽
境　

66.5×
66.5cm



120 121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蕉

园
倦
读
图　

68.5×
69cm



122 123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黑
山
白
水　

69.5×
68.5cm



124 125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山
村
图　

66×
67cm



126 127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柳
塘
清
影　

70×
69cm



128 129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蕉

阴
秋
睡
图　

69×
69.5cm



130 131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野
塘
孤
游　

68.5×
69cm



132 133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芦
雁　

69×
69cm



134 135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幽
思
图　

69.5×
69.5cm



136 137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丑
角　

67×
66.5cm



138 139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佛
门
涉
事　

70×
61.5cm



140 141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逗
鸟
图　

72×
66cm



142 143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寒
亭
听
鸟
图　

66.5×
66.5cm



144 145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古
桥
觅
诗
图　

84×
70cm



146 147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烟雨青云谱图　（捐赠八大山人纪念馆）　105×6.5cm



148 149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翠岩寺高僧禅诗卷　330×35cm



150 151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莲塘清幽　（捐赠八大山人纪念馆）　718×32cm



152 153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玄
会
罗
汉
图　

117.5×
53.5cm



154 155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解

了
罗
汉
图　

117×
53.5cm



156 157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蕉
下
罗
汉
图　

117.5×
53.5cm



158 159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野
芦
斑
鸠
图　

106×
69cm



160 161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冬
荷　

138×
70cm



162 163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月

夜
幽
趣
图　

134×
66.5cm



164 165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铁
树
幽
禽
图　

138×
69cm



166 167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个
山
意
趣　

137×
69cm



168 169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对

联
一　

137.5×
34.5cm

×
2



170 171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对

联
二　

137.5×
34.5cm

×
2



172 173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心
仪
个
山　

（
捐
赠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　

137.5×
34.5cm



174 175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鍾

馗
窥
鬼
图　

137×
34.5cm



176 177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马
上
鍾
馗　

138×
34.5cm



178 179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鍾
进
士
劈
鬼
图　

138×
34.5cm



180 181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花

开
见
佛
图　

139×
34.5cm



182 183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孤

禽
听
雪
图　

138×
34.5cm



184 185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幽
涧
鸣
禽
图　

138.5×
34.5cm



186 187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桃
花
和
平
鸽　

133.5×
33.5cm



188 189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西
风
鍾
馗　

138×
34.5cm



190 191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月
下
梅
雀
图　

133.5×
33.5cm



192 193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虹
叟
遗
影
图　

138×
35cm



194 195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抚

琴
追
梦
图　

138×
34.5cm



196 197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桃

花
小
鸟
图　

138.5×
35cm



198 199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拟
华
新
罗　

139×
35cm



200 201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墨
荷　

138×
34.5cm



202 203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春

风
桃
花　

137.5×
34.5cm



204 205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猫
栖
梧
桐
图　

102×
35cm



206 207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瓶
梅
荔
枝　

139×
34.5cm



208 209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凡
鸟
观
仙
桃
图　

139×
35cm



210 211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荷
下
孤
鹅
图　

137.5×
34.5cm



212 213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蕉

园
秋
艳
图　

138.5×
35cm



214 215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鲜
鲜
石
中
菊　

133.5×
 33.5



216 217

第
二
部
分  

仰•

思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林
峰
写
生
作
品
集

后 记

林下清风
—林峰八大山人纪念馆写生作品展后记

八大山人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巨匠，中国文人画和写意画的高峰。在

清代初期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吴历）恽（恽格）六家以“师古”为

能事风靡画坛的时候，八大山人以豪迈的笔锋，淋淋漓漓的泼墨法，创造了写意花鸟画的

新貌，春雷一声，震惊了沉沉的艺苑。1959 年，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画家，在文化部领导

的关心支持下，在青云谱成立了八大山人书画陈列室，后更名为八大山人纪念馆。

八大山人纪念馆成立 62 年以来，为八大山人的研究、展示、宣传做出了大量的工作，

得到了各界充分的肯定，2020 年八大山人纪念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一代代八大山

人纪念馆人为馆的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林峰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林峰先生是当代江西国画界一位重要画家，少时就时常来馆里观摩、临习八大山人作

品。此后调入八大山人纪念馆工作，更是日夜研习，心意追摹。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林

峰先生的艺术创作提供丰厚的艺术滋养，更为他日后的艺术成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正因如此，林峰先生对八大山人纪念馆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时常跟我谈起在馆里工作

期间的点点滴滴，从早晨上班打扫庭院开始，到每天不间断的研习八大作品，再到刻苦学

习笔墨写意。从馆里的一草一木到一鸟一虫，无不透露出他对馆里的深厚感情。

今年春节期间，林峰先生跟我谈起在馆里工作的经历，提出了想对馆里的各个景点创

作一批写生作品。我当时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欢迎，并且表示希望这批作品能捐给馆里。

同时把这批作品和其他写意作品一起举办一次展览。林峰先生非常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

从 2 月份开始进行了为期近三个月的写生创作，总共创出 43 件写生作品。此后结合其他

的 60 余件作品进行了认真策划。展览分为“景·境”和“仰·思”两部分。

第一部分景·境，曲径通幽处枝繁叶茂、古木逢春时闻虫鸟欢鸣，卧听松琴慨当以慷，

香月凭楼忧思难忘……青云十景，情由境生，情景交融，令人追忆八大山人生活和艺术的

时空。画家在纪念馆的每个角落，用纸笔与山人对话，与传统对话，将馆内的一草一木浓

缩于画卷之上。这 40 件写生作品，提纯物象，营造意境，其作品挥洒豪放之中透着纤巧灵秀，

对故地的感怀贯穿其中，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

第二部分仰·思，林峰以一代宗师八大山人为泉源，加入了自身的性灵和参悟。他的

画题材多样，风格迥异，花鸟画于平淡之间见真淳；山水画于物我之间见灵动；人物画于

工简之间见通透。孤简的表达一以贯之，清亮生动、平淡天真的趣味却有别于八大山人。

这与画家的生活经历性情审美有关，也与江西当代的文化环境有关。正如潘天寿先生学八

大，化圆为“方”；齐白石学八大，阔笔粗放中表达清新山野之气，学八大山人而有所成

者，各有蹊径。仰之弥高，思之愈深。如何学习八大，结合自身的个性和素质在传承中创

新是摆在后人面前的课题。

本次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省文联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叶青先生

专门撰写前言。我们对林峰先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对我馆的建设和发展给予的支持表示感

谢，同时也借此机会对常年来关心、支持和帮助我馆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2021 年 9 月

◆ 文 / 周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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