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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悅石先生為曉國畫冊序

曉國又名一舟，山西高平人，署其畫室為問水山房。曉國醇厚真摯，納言敏行，善鼓琴。余喜其有孔子彈《文王操》

之意，大抵有思想之文士，能於形骸之外追其深遠之由。曉國工詩善畫，文采斐然，其畫由此出，洋洋若不盡之流泉。

萬千變化之中不失其根本，不迷其性。曉國善山水，於賓老之法用功最深，得其用筆之妙，觀其所作，處處見筆，

筆筆生根，沉實遒勁，如壯士屈鐵；虛實雅宜，如仙子飄舉。或疏樹短亭，或深壑密林，山川盤鬱、筆勢跌宕，

清新時滿紙如煙，蒼茫時密點如潑。思如天馬，筆似龍蛇，得筆意，有筆趣，由是筆筆遂生，氣使筆運，筆至勢成，

故能筆墨相生相發，此乃其所長者，亦其所成者。偶然興來，點染花卉，水墨生發，逸趣橫生，入之明賢當不多

讓，今日益見其精進之勢，鐵劃銀鉤，沈酣古健，一片蒼茫，獨見精神，此乃推許曉國之由。曉國近作付梓出版，

以就教於方家，余以為一喜，乃以燈下草就如右，以為序。

吳悅石

201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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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悅石先生為曉國畫冊序》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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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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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曉國

筆名一舟，山西高平人。署其畫室為問水山房。

現居北京，職業畫家。

問學於陳綬祥、吳悅石、顧森、丁羲元諸先生，是吳悅石先生入室弟子。

2005 年 9 月，入讀中國藝術研究院陳綬祥藝術教育工作室。

2009 年 9 月，入讀中國國家畫院吳悅石工作室。參加顧森——春秋堂藝術工作室學習（五年）。

2016 年， 天津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特聘客座講師。

出版個人作品集《曉國畫冊》、《畫境文心》、《溪山履跡》、《一墨千山》、《墨語觀心》、《壹舟墨語》、

《扇下淸風》、《生香宛如》、《如見道心》、《靜裏悠然》、《東方藝術·申曉國》、《桐蔭雅集》、

《學畫日記·申曉國》、《登山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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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展覽

2018 年 
“熔古鑄今——戊戌雅集全國名家小品展”（吳昌碩紀念館，上海）。 
“中國畫名家邀請展 --- 筆墨光大滿庭芳花開四時展”（光大銀行，北京）。 
“元嘉盛世——吳悅石師生作品展” （龍口元嘉盛世，山東）。 
“筆墨印心——中國畫名家邀請展”（柏林禪寺，河北）。 
  
2017 年 
“金山問禪——中國書畫名家作品展”( 鎮江，江蘇 )。 
  
2016 年 
“墨華文昌 • 蜀道傳奇——中國書畫名家展”（梓潼，四川）。 
“福州西湖畫扇——2015 中國名家邀請展”（福州畫院，福州）。 
  
2015 年 
“北京第十八屆藝博會——吳悅石師生作品展”（農業展覽館，北京）。 
“翰墨齊魯——全國中國畫作品展暨吳悅石師生丹青襟抱書畫作品展”（東營，山東）。 
“應目會心——新文人畫源流師生作品展”（ 濟南，山東）。 
  
2014 年 
“臨沂國際藝術大展 --- 吳悅石工作室作品展”。（臨沂，山東）。 
“明月清風 --- 當代中國畫名家宮扇作品邀請展”（保利藝術中心，北京）。 
“國家畫院學員優秀作品展”（國家畫院美術館，北京）。 
“文脈春秋條屏展”（ 常州木壹堂美術館，江蘇）。 
  
2013 年 
“吳門雅集 --- 吳悅石師生書畫聯展”（日照美術館，山東）。 
“品逸文化成立五周年國畫邀請展”（品逸美術館，北京）。 
  
2012 年 
“春秋堂師生作品全國巡展”（湖南懷化學院，湖南）。 
     “心契丹青 --- 吳門四曉新春書畫雅集”（品逸美術館，北京）。 
  
2011 年 
“丹青釋懷六人展”（798 泛空間，北京） 
“全國名家藝術精品展”（杭州世貿館，浙江）。 
  
2010 年 
“大道不器 --- 吳悅石工作室作品展”（葫蘆島，遼寧）。 
“春秋堂師生長卷作品展” （太原，山西）。 
“國家畫院 2009 高研班結業展”（國家畫院美術館，北京）。 
“春秋堂師生長卷作品展”（西安亮寶樓，陜西）。 
  
2009 年 
“春秋堂（乙丑）師生作品展”（ 常州江南美術館，江蘇）。 
  
2008 年 
“七十年代水墨畫家‘2008’提名作品展”（江蘇省國畫院展館，江蘇）。 
“劉貞麟、申曉國書畫展”（臨汾，山西）。 
  
2007 年 
“新美域青年實力畫家學術作品展” ( 濟寧，山東 )。 
“和諧新泰名家邀請展 ”( 新泰，山東 )。 
  
2006 年   
“陳綬祥藝術教育工作室太原師生作品展”( 山西大學美術館，山西 )。 
“陳綬祥藝術教育工作室常州師生作品展”( 常州劉海粟美術館，江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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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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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作畫先作人，人品即畫品。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源頭活水，凡事須究原也。
“原”之本義，泉自崖下流，“原”即“源”也。古之學者，追根求源 , 格物致知，故有“原道”之說。

　　國畫一道，源於象形，結繩畫卦，文字肇始，和諧於卦象，河圖洛書為其數理。八卦九宮，上下左右，須合禮數。
起手三筆生發，攢三聚五，形體組合，起結連諸，以成棋局。高低起伏，聲韻出焉。以書為基，著詩為魂，以成形勢。
萬物事理，皆有相通，遠觀天象，借朱雀玄武諸象以布星陣，近取諸身，觀鳥獸之跡，寓經脈奇穴於山川物理。

　　崇儒萬物和諧，以秩為序，移於畫可知畫筆之遞延；道法自然，春花秋月，生生不息，運筆常思山川物理，
樹石相間，雲水相生；佛源慧根，天機妙趣，畫幅出其不意而使觀者思緒萬千。

　　凡成事皆有本，功成莫不以古為基。研習國畫，先習古人。臨摹典範，以悟高明，汲汲求學以成志向。代有賢者，
凡山水、花卉、人物皆有高明之人，悟其妙，守其神，終有所得。

　　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詩畫賴筆墨傳情。故筆耕不輟，行成於思。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作文吟詩，皆有規矩，
哲思為本，音樂其中。小學文字，詩經屈騷。皆須一一明曉也。

　　縱觀畫史，唐畫恢弘，始具規模。宋畫自然，求理成法。元畫得心力所趨，奇峰疊現。明後重整佳構，蔚然
成風。畫理莫不合當時思想風尚而成。理學道學，體現於畫作之中。吳鎮、黃公望莫不曉道玄機關。董玄宰畫禪
隨筆，引領明清風尚。石濤畫學入禪，自然生動，一畫之說高標畫壇。近代賓虹老人拙樸求雄，世人以為中西結合，
實亦古法翻新也。以上諸多大家之成，皆據以國學之道，文人之氣，圖畫垂青於後世也。

　　吾齋為恩師吳悅石先生擬定且題，名曰問水山房。展名題名“問水究原”，意義深遠。圖書文章，秋水文心，
探本溯源，樂在其中。近年每講即多言吳昌碩師俞曲園國學大家，根底工夫，小學文字，運以書畫，故學此派無
文字修為難以靑出於藍。必要究原求本，方能有所成就。

　　今近天命之年，賴以名師指授，故畫路淸正，不入邪甜，但仍覺學力不足，故從源頭求識，不負師望，以慰吾心。
晉文公七十秉燭而明，吾更當惜時如金，來者可追矣。
 
　　探本究原，循序漸進，上下求索，自在其中。

申曉國
2018 年 10 月 1 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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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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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酒何勞勸
尺寸：69×34 cm

材質：紙本水墨

年份：2018 年



中峰觀瀑
尺寸：136×68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19



草亭坐忘
尺寸：136×68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20



泉聲醉聽
尺寸：136×68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21



不覺身入畫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水墨

年份：2018 年

22



蒼翠翳濃陰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23



風外泉聲侵
尺寸：100×50 cm

材質：纸本设色

年份：2018 年

24



佛道不從心外覓
尺寸：100×49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25



古木蒼蒼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26



行到水窮處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27



何以消煩暑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28



湖上一回首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29



落筆有形自作詩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30



千岩觀下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31



千岩競秀萬壑爭流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32



冉冉花明暗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33



山高白石秀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34



山人唯好道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35



36

深山晤語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37

野居何處是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石磴雲松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38



39

萬木森森起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40

太行山記憶
尺寸：100×49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41

溪曲結衡宇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煙雨江南
尺寸：100×49 cm

材質：紙本水墨

年份：2018 年

42



一徑回環上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43



隱居誰見招山好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44



隱士歸兮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45



雲移山漠漠
尺寸：100×50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46



端午臨中夏
尺寸：100×45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47



僧家曾何事
尺寸：130×48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48



同聽樹梢秋
尺寸：100×35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49



回峰疊嶂鬱參差
尺寸：130×48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50



一水孤蒲外

尺寸：95×44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51



有客空山結草廬
尺寸：98×49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52



漁翁
尺寸：72×50 cm

材質：紙本水墨

年份：2017 年

53



青山不墨千秋畫
尺寸：80×44 cm

材質：紙本水墨

年份：2017 年

54



春草綠色
尺寸：128×48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55



徑轉見青山
尺寸：130×47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56



李綱武夷山詩意
尺寸：130×48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57



只許荷花開門
尺寸：123×47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58



一溪貫群山
尺寸：138×48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59



60

碧峰遙隱現
33×100 cm　紙本設色　2018 年



61



清江兩岸多古木
34×98 cm　紙本設色　2018 年

62



63



溪山問道
35×70 cm　紙本設色　2018 年

64



65



              

雲林山腰雨意濃
35×70 cm　紙本設色　2018 年

66



              

67



孟浩然歸鹿門歌
尺寸：180×95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7 年

68



臥龍山印象
尺寸：143×74 cm

材質：紙本水墨

年份：2016 年

69



逸士琴酒閑
尺寸：102×37 cm

材質：紙本水墨

年份：2016 年

70



琴弦動人心
尺寸：102×37 cm

材質：紙本水墨

年份：2016 年

71



淡霧送行客
尺寸：102×37 cm

材質：紙本水墨

年份：2016 年

72



山翠襲人衣
尺寸：102×37 cm

材質：紙本水墨

年份：2016 年

73



山靜雲初吐
尺寸：100×34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7 年

74



高山流水有知音
尺寸：138×69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6 年

75



白雲為期
94×70 cm　紙本水墨　2018 年

76



歸園田居
96×59 cm　紙本設色　2018 年

77



山盡覺寒早
95×180 cm　紙本水墨　2017 年

78



79



青山若鐵鑄
尺寸：138×69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5 年

80



日落溪山生暮煙
尺寸：137×68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5 年

81



白石老人曰移花接木
尺寸：130×48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8 年

82



近來中酒起常遲
尺寸：138×68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4 年

83



稀逢息心侶
尺寸：137×68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4 年

84



筆下江山取次成
尺寸：138×34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4 年

85



欲駕雲帆滄海去
尺寸：138×34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4 年

86



廬山高
尺寸：180×96 cm

材質：紙本設色

年份：2011 年

87



愛蓮說（四屏合一）
96×44 cm ×4　紙本水墨　2018 年

88



8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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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水究原（吳悅石為展覽題字）
尺寸：34×22 cm

材質：紙本

年份：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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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晤語，問水究原 —— 申曉國的山水世界

后记

山水是申曉國藝術創作的母題，恩師吳悅石先生為其畫室取名“問水山房”，為其此次在榮寶齋（香港）的個展取名“問
水究原”，皆不離水。山水作為中國水墨畫中的壹個獨特分支，雖稱“山水”，但對於千百年來的文人墨客而言，
山卻始終是著墨的重點。然而，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說道：“山以水為血脈……得水而活”。吳悅石先生或許
有意提醒弟子虛實相生之理。若山是山水畫中的視覺主體和“超級符號（super sign）”般的意象，體現筆墨技巧；
水和由水蒸騰而成的雲氣則留出空白，打開了想象的詩意與無限，關乎畫面的格局與意境。山與水、筆與墨、虛
與實的“共生 (symbiotic)”使得山水畫不再是對現實的描繪，而是壹幅遼闊奇絕的宇宙風景，個體的生命借此升華。

換言之，中國的山水畫從來不只是關於現象的風景，或繪畫技巧，而是具有精神意義的生發。正如宗炳在《畫山水序》
中很具體地描述的體悟：“聖人含道暎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靈趣……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
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
於是閑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聖賢暎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 對於宗炳而言，山水中蘊含著深刻的“道”，
若壹個人的精神可以與山水貫通，便可達到悟道的境界。當他年老體弱，無法繼續走訪名山大川，便對著山水畫
神遊冥思。據《宋書·宗炳傳》，宗炳把他所遊歷過的山水畫在自己的居室中，對著這些圖像彈琴，“欲令眾山響”。

申曉國循先賢之道研習山水。在此次展覽的作品中，壹件名為《深山晤語》的豎幅山水上題著：“戊戌大暑，藏於小舍，
作山川所履，曲折委迤，高山峻嶺，壹壹筆下。對景寫生為壹法，臥遊山川亦壹法也，吾非此即彼。”這無疑是
對他創作的真實寫照，也是對此次展覽作品的最佳詮釋——或對景寫生，或以詩入畫，或有感而發。多年來，除
了漫遊山川，他多數時間在畫室中，以古為師，品味名作，熟讀畫論，精研筆墨。此外，他更將古意融入生活，
習字讀詩、撫琴吹簫、茶香古玩，無壹不精。這並非附庸風雅，而是生命與藝術的相互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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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張澡），若想將山水提升到觀念，乃至哲學層面，最終需要藝術家的見識和學養。
而中國的各項藝術形式大抵有相通之處，例如古琴中托、擘、挑、抹、剔、勾、摘、打……等指法像是在試探手
與弦的各種可能，帶著拙澀、猶豫，使音回到最單純的質感。這與山水畫中，藝術家通皴、點等筆法、墨法去追
蹤世間萬物的結構、質地、感覺頗為相似。同時，古琴還大量應用了聽覺上的空白，通過音的簡化、延長，使“音”
與“無音”、“有聲”與“無聲”像山的重疊與水的回環般，靈動流轉，體現藝術家內心的節奏情緒。申曉國在
生活中沈思著這種關於“空白”的哲學，將藝術從對感官的刺激蛻變為對感官的反省和沈思，從而達成心靈的解放。

當申曉國以筆與墨在紙上拖筆、擲筆、 扭轉、點墨時，那些沒有聲音的符號所組合、排列的是哪壹首琴譜呢？“少
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壹去三十年。”與陶淵明的經歷相似，申曉國也曾在宦途沈浮數十載，最終，
他們都選擇了“守拙歸田園”。陶淵明追求的是山水田園的詩意生活，申曉國則是出於對筆墨的熱愛。他從小練
習書法國畫，但由於家庭條件所限，高考時他並沒有選擇夢寐以求的藝術專業，之後的工作也與藝術無關。但這
些都沒有打消他的熱情，反而使他更加珍惜自己的業余時間，練習書法，自學國畫。從黃賓虹、董其昌至四王四
僧壹脈，他壹壹臨摹，乃至傳神。35 歲時，在家人的支持下，他放棄工作，來到北京，求師問道，專心山水。此
後的歲月，他以筆墨紙硯為知音。

2016 年是他來北京的第十壹個年頭，大雪時節，他在工作室中摩挲著壹踏宣紙。這紙不知何時來到他的工作室，
燥性隨著光陰褪去。他心弦壹動，揮筆作畫。在這幅《高山流水有知音》上，他評價道：“此紙有些老味，可反
復積染。”而已在筆墨中浸淫半生的申曉國，何嘗不是如此。在今年近中秋時作的壹幅畫上，他題詩道：“壹水
孤蒲外，高原望遠空。何當憑畫手，看我小閣中。”這既有“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的樂趣，也不乏“欲令眾山響”
的氣概。沈括在《宋書·隱逸傳》中說陶淵明：“不解音聲，而蓄素琴壹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同理，當畫家已經領悟了山水精神，又何須身在峰岫雲林？“觀物者必窮理。理有在者，可以盡察，不必求於形
似間也。（董逌，《廣川畫跋》）”於是，在此次展出的另外壹幅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申曉國引白石老人印語“移
花接木”，將王蒙的黃鶴山樵之景移於江南妙景之中，這不諦為另壹種“萬壑在胸”。

申曉國說古琴學習給他最大的啟示是“先求音正，次求句法完整，最後以情聯綴起來。先求技，再技道結合，最
後忘技得道。”這也正如他研習水墨之法。以書入畫，為他奠定了筆墨基礎；由黃賓虹上溯筆墨的源頭，讓他畫
路清正；從自然風景到內心的風景，山水成了他生命的皈依之所；在生活中感悟古人哲思，在筆墨中思考宇宙的
蒼茫和無限，此次展覽向我們呈現了壹個生氣盎然的山水世界。

近年來，中國書畫市場日益火爆，各大拍賣行佳報頻傳，尤其是香港，更掀起了壹股書畫熱，全球首個以當代水
墨為主題的大型國際藝術博覽會——INK ASIA 水墨藝博也落戶香港。榮寶齋自 2013 年進軍香港，便引來各方關註。
經過 5 年多的經營，以其對中國書畫在海外的大力推廣，促進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交流對話等貢獻獲得了
藏家和市場的高度認可。這與威獅國際的理念不謀而合。2017 年，威獅國際與鳳凰藝術攜手，在瑞士、列支敦士
登等歐洲多國舉辦推廣中華文化藝術大型活動。作為受邀藝術家，申曉國的作品得到了各方青睞，更被日內瓦東
方藝術宮永久收藏。此次，榮寶齋（香港）與威獅國際攜手，為其在香港舉辦個展，由此，申曉國將邁上壹座更
高的山峰。詩雲“正入萬山圈子裏，壹山放過壹山攔”，雖近天命之年，但他仍將繼續“探本究原，循序漸進，
上下求索，自在其中。”

文  /  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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