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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夏映志是在十年前的一次
全市书画展上， 众多的作品展中，我
看到一个叫夏映志的画家的几幅作
品非常醒目，如《啊，第二故乡》，画面
上反映：春天里，杨柳轻拂，众燕翻
飞，一群胸戴鲜花的知青乘坐马车在
杨柳树下穿行，远处层层梯田，整个
画面干净清爽， 乡土气息十分浓厚。

而另一幅作品《牧归》则是几个牧童
骑着水牛从杨柳树下回家的情景。见
画便想见人， 这样便认识了夏映志，

而且很快成了忘年交。

出于职业习惯和爱好，我常去夏
老习书处看他写字作画，跟他一块去
参加社交活动，进而更深入地了解夏
映志这个人。 我认为他有三大特点：

其一，谦虚谨慎，人品一流。 中国
文人从古至今有一种毛病，那就是“八
个偏脖坐一桌，谁也看不起谁”，既所
谓的文人相轻，而夏老不是这样，他非
常谦虚，和他聊天说起别的书画家，他

总说人家长处居多， 即使对方有某些
缺陷， 他一般都是中肯地、 善意地指
出，从不在背后乱说。至于在创作中或
作品交流中，更闻不到一点铜臭气。

其二、文风端正，基本功扎实。在
信阳书画界，画人物真正能拿出手的
画家屈指可数，而夏老就是靠过硬的
人物造型能力备受同行推荐的人。连
外行都知道，在人物、山水、花鸟、动
物等诸多画种中， 最难的就是人物
画，由于夏老年轻时就打下了较好的
基本功，因此在晚年创作时，画得得
心应手。 无论是领袖还是普通人，都
是形神具备，造型颇佳。 而这一切创
作之所以赢得众人叫好的缘由，那就
是良好的文风，这种文风促使他以现
实主义为主，做写实派，让自己的作
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其主题
就在信阳的美丽山水、城乡善良的百
姓及他们所敬仰的人身上。

其三，博学众长，勤奋好学。之所
以说夏老博学众长，从他的作品中就
可以感觉出来。夏老年轻时对我国古

今的书画家敬仰有加，尤其是近当代
的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等人的作
品百看不厌，多临不倦，但又不钻进
某个人的画风中出不来，而是取其之
长，填己之短。 “因而不与古人碰车，

不与今人冲突，在通向艺术大道的门
扉上，留下了坚韧不拔的姿态和令后
辈铭记的印迹。 ”（文艺评论家李林
语）他的勤奋多学，促使他对多个画
种如国画、年画、水粉画、连环画都有
一定的成果， 除了其国画成果最丰
外，

1999

年他的水粉画《富在深山有
远亲》 获第五届国际书画展金奖，

20

多年前他的年画就被多省翻印。

由此，我想到了前不久为夏老创
作的一首嵌名诗：“夏日荷花别样红，

倒映杨柳水波中。 鸡公山上志气楼，

南湾湖畔画九州。 ”

如今已过七十有四的夏老， 看待
世态已趋平和清淡。 他目前的心态是：

健康是第一位的， 自己应是书画的主
人，书画当为自己的快乐服务，在快乐
中创作，在创作中寻找快乐，足矣。

画家小档：

夏映志， 男，1941 年生于河南

息县。 1962年毕业于郑州艺术学院

美术系， 现为中国书画研究院副院

长，中国美协会员。曾任信阳市人大

代表、市拔尖人才，参加过全国第六

届文代会。 先后创作美术作品 200

余幅。 多幅作品在全国、省、市专业

美展中获奖。 其中《霜叶红于二月

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

候》、《啊，第二故乡》、《风雨同舟》等

国画被中国军事博物馆、 中国历史

博物馆收藏。

夏日荷花别样红

———我市知名书画家夏映志印象

《夏日荷塘》局部

《商城金刚台》

《河八景之申伯楼》

《牧归》

《啊，第二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