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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调的《万山红遍》与低调的李可染 
作者：宋永进   出处：www.shuhuayanjiu.com   时间：2012-08-01 09:00 

李可染(1907—1989)于1962年至1964年间创作的中国画系列作品《万山红遍》自1999年首次在拍卖会上高价成交后，近几年频频出现在各大

拍场上。今年五月底至六月初，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李老的两件巨作又分别以1.24亿元和2.93亿元成交，其中就有《万山红遍》。《万山红遍》系

列作品一浪高过一浪的拍卖奇迹，一度成为市场的焦点。拍卖市场甚至因此将2012年称为“李可染年”。在艺术品市场日益火爆的今天，李老雄浑

大气的中国画作品被商家热捧和市场高调炒作并不足为怪，但这一现象与李老平生默默求艺的朴实低调和遭遇的逆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李可染以平实、朴素、忠厚、执着为本，对艺术默默探求，是典型的“苦学派”。他将画室取名“师牛堂”，常以画牛为娱。李老的《牧牛

图》系列，不见洒脱的笔触、秀丽的色彩和优美的姿态，但见遒劲拙朴的线条、浑厚浓重的墨色和朴实憨厚的造型，既饱含传统书画的温润与雅

致，又蕴藏传统石刻艺术的坚实与刚劲，是画家涵养的折射，也是画家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李可染的艺术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可谓历经沧桑、受尽磨砺。他始终与政治性的主流观念和世俗化的时尚审美保持着距离，在逆流中艰难前

行。他没有像当时大多数中国画画家一样，简单地将西洋素描的明暗之法或自然界的明暗规律直接搬入中国画，并以这种“新”的笔墨形式去创造

红色的“经典”，而是借西方绘画的写生理念去打破中国传统书画的黑白理解和笔墨程式，以全新的视角重新为祖国的山山水水树碑立传，从而营

造出独特的画面墨韵和绘画格局，形成自成一体的“黑”、“满”、“崛”、“涩”的“逆光山水”。然而，这样的作品尽管独具特色，但在文革

时期轰轰烈烈的文艺潮流中，因画面基调过于低沉，缺乏高昂的“革命”热情，以致被定为“黑画”，横遭批判。李老默默地承受这一切。 

李可染虽然经历了革命文艺潮流的洗礼，却没有为红色美术的集体主义观念所束缚，而是特立独行。他常常将独立的艺术探索比作“走夜

路”。走夜路，看不见行人，看不见路标，看不清路的尽头，没有同伴，没有观众，没有鲜花和掌声，有的是绊脚石，有的是荆刺，有的是毒蛇和

陷阱，一切凭借勇气、自信、敏锐和胆识。《积墨山水》系列作品正是画家独自“夜行”留下的光辉足迹，画面肃穆雄浑、曲径通幽、古朴凝重、

大气磅礴，团团浓墨之间忽隐忽现地透出灵光，如深山夜寻，如荒漠苦行，如迷途探道。 

李可染晚年常“深深苦恼于荣誉、名望带来的种种烦忧”，甚至恨不得躲进“庙里做和尚”(见程大利《师心居笔谭》)，若是听闻自己的作品

在今天已被炒至过亿，又获知2012年被艺术市场冠名为“李可染年”，料想又要苦恼烦忧了。而那些疏于专业探究却忙于自我炒作的画家面对李老

平和的绘画心境，不知作何感想?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写意当代油画工作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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