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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府凌霄 1984 年 96cm×198cm

于希宁是我国当代卓越的美术家和美

术教育家，是具有诗、书、画、印和美术史论

全面修养的学者型艺术家，这在中国画界

是不可多得的。

于 希 宁 先 生 具 有 博 古 通 今 的 文 化 素

养。先生出生于齐鲁文化昌达的潍县，在

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中

国文化的沃土，滋养了他温文尔雅的君子

人格，广收博取的宽广胸怀，“凭恃国魂怡

笔墨，画魂深处寓人魂”的艺术思想,体现

了他坚韧、锲而不舍、倔强自强的性格品

质。一草一木，一花一树，在于老

笔下都成了人格情怀的外化与表

露。高尚的精神情操、精湛的绘

画技巧和浓郁的文化积淀使其作

品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和强烈的

感染力，不但展现了于希宁先生

的艺术成就，也体现出了一个时

代的风骨与精神。

于希宁先生凭借勤奋、刻苦

的精神和毅力成为一位博学多能

的学者型艺术家。就绘画而言，

于希宁先生也是多面手，始学绘

事，即遍师诸家，悉心摹写历代名

画，无论花鸟、走兽、山水、人物在

青年时就获得了全面的掌握。后

着意专攻花卉，从唐宋经典名作

到恽南田、华新罗及陈淳、徐渭皆

下过苦功夫钻研。在上海求学

时，得黄宾虹、潘天寿、诸闻韵、俞

剑华等诸名师的指点，以其创造

精神熔铸百家之长，走出一条书

画相参，诗文相映，具有深厚的传

统文化底蕴的绘画道路。

于希宁先生的作品传统功力

极为深厚，于苍劲之中见秀逸，于

疏朗之中见典雅，笔墨精研而不

失疏放，其所绘凌霄、紫 ，笔走

龙蛇，声势夺人，而牡丹、芍药又

有临风含露之致，瓜果蔬菜，鲜嫩

欲滴，生活气息尤为浓郁。特别

是他的梅花，笔墨立意更是不同

凡响，整株梅树参天拔地、傲骨斗

雪，气势雄浑，行笔运墨干湿浓

淡、刚柔相济，抑扬顿挫，虚实相间成趣。

他的专著《论画梅》于 1989 年出版，书中详

述了画梅的发展历程，历代画梅名家及作

品，以及画梅技法的梳理总结，其中对画面

意境的阐发、对梅花精神气质的理解都别

有新意。

先生的书法自幼即受父辈熏陶，喜爱

临池，未尝一日稍有懈怠，他书学王右军、

颜真卿、黄山谷等，运笔工稳圆浑，笔势开

张，点画飞动，雄伟峭逸，深得《瘗鹤铭》、

《松风阁》之神，行笔飘逸洒脱，遒劲有力，

他将书法清刚跌宕之势自然融入画中，所

写老枝铁柯，枯 芳草，笔笔有力，尤其是

笔墨运动中的丰富微妙的表现力，正是得

力于他对行草、篆籀的彻悟。书法的造诣，

决定了先生对笔墨文化内涵和艺术表现力

的入骨理解，决定了他对中国艺术气韵生

动的深层体悟。

作为一个画家，于希宁先生又看重诗，

他的诗常常是绘画内容的补充，“在这方面

我从寻益到受益，从立意到创意，丰富心

灵，迁想妙得，从突破前线思路到突破自己

思路，诗对我恩惠特多”。故时常吟哦，并

于历下结诗社以会友，影响了一批年轻的

诗词爱好者，为弘扬祖国文化做出努力。

他的《于希宁诗草》汇集了三百多首诗，不

仅包括题画诗、游记诗等等，以诗词题画抒

情，寄怀言志，以独特的眼光观察景物，以

诗人的情怀吟咏成章，诗与画得到了完美

的统一。

在篆刻方面，先生早年学篆得力于乡

贤陈介祺之《十钟山房印举》，又深得吴昌

硕弟子诸乐三的真传，对秦代古玺、汉官

私 印 作 了 广 泛 的 研 究 ，求 学 期 间 选 取 昌

化、青田、寿山等石五百余方，日夜操刀孜

孜不倦，所治之印，直追秦汉，刀法纯熟，

古朴大方，得到了诸多大师的肯定，先后

为黄宾虹、李可染、吴作人、叶浅予、黄永

玉等先生治印，其《于希宁手拓黄宾虹藏

秦汉印拾遗》是先生亲自手拓宾虹先生所

藏秦 汉印 58 方，是研习篆刻及古文字的

重要资料。

作为一个学者，不仅要具备为人称道

的专业技能，还要有能够引导社会发展的

思想和精神。先生律己以严，待人以宽，既

重视画内功夫，又重视画外功夫，认为人品

居画品之上。他把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

造化的神奇灵秀，以及画家自己的意念融

会为一，亦即“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

旨在追求画之魂、人之魂、国之魂的一体

化，以更好地创立、塑造、弘扬具有中华民

族精神气质的美之载体与美之品质。他的

梅花是民族气质的集中体现，沉稳老健,新

抽出来的枝条有一股向上的力量，正是新

时代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做好的体现，充

分体现一个学者的风范、骨气、意志，高尚

的品格和精神。

于先生于画史、画理、画论方面亦有

深入研究。1955 年至 1958 年他跟随俞剑

华先生，重新投入中国美术史的研习，从

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他考察了鲁豫晋

陕甘诸省，对石窟、雕塑、建筑、石刻、壁画

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撰写了《北魏石窟

浮雕拓片艺术》、《敦煌考察报告》、《永乐

宫混成殿元代壁画考察报告》、《殷周青铜

花纹沿革初探》等，为建国后中国画学的

整理与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

1977 年到 2007 年三十年间，于希宁先生还

不辞辛劳地在全国各地以及台湾、香港、

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美国等地举办画展

并讲学，先后撰写了《论画梅》、《于希宁诗

草》、《手拓黄宾虹藏秦 汉印选》、《于希

宁论艺术》等多本著作，《从中

国画的用笔谈起》、《构图中的

辩证法》、《道明 气充 文雄》等

十几篇专业论文，以及《于希

宁画集》、《写意画花》、《牡丹

画谱》、《于希宁画辑》、《于希

宁画选》等几十部教学画册和

大型专业画集，用有限的时间

和 精 力 做 出 了 比 常 人 多 得 多

的有益事情。

于 希 宁 先 生 从 1936 年 至

1949 年期间，曾任教于上海奇

峰国画函授学校、山东大学农

学院等。从 1950 年开始历任

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副教授、

主任，山东艺术专科学校副教

授、副校长，山东省艺术学校校

长，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副院

长、名誉院长。教书育人是其

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生秉

承师训，七十年如一日，废寝忘

食，诲人不倦，投身于艺术教育

事业。正如先生自己所说：艺

苑耕耘几十春，喜见桃李已芳

芬；回首往事浑如昨，两鬓秋霜

仍修勤。于希宁先生将“ 闳、

约、深、美”提升为教育思想和

教学方法，博采众长为“闳”，学

致 精 专 为“ 约 ”，钻 研 提 高 为

“深”，心志高远为“美”，成为培

养 艺 术 人 才 的 教 学 原 则 和 方

法。先生以一流的襟怀、一流

的学识、一流的技能，在艺术教

育领域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大批

优秀的美术人才，为祖国的文化艺术事业

做出了卓越贡献。

《于希宁研究文集》对于希宁先生诗、

书、画、印的综合修养以及国魂、画魂、人魂

共一心的精神追求，做出了比较全面而深

入的探讨，从于老的绘画风格、画学思想、

教育思想等几个方面，对于老一生的事业

追求有了一个清晰地概述。当然，这本书

只是一个开始，是我们对于老博大精深的

学者气派认识和研究的开始，以此书作为

基础，进一步地挖掘和弘扬先生的精神，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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