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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書畫是名家，

德道修行誰不誇！

我欠先生詩一首，

如今追憶淚飛花。

9月10日晚上，驚悉王

存德老師當天下午因腦溢血

去世，這噩訊來的太突然，

我一下子都呆住了。

7天前的9月3日，我們

還在《丹青麗彩-黃文麗悉

尼藝術展》的開幕式上還見

過面，合個影；而現在，天

地異，永訣別。

我佇立在王老師贈送

給我的一幅《浣溪沙》墨寶

前，憶起他生前的音容笑

貌，憶起他對我的好，憶起

自己曾許諾為他寫篇文章，

眼淚禁不住掉下來。

我記得第一次認識王

存德老師，是於2022年8

月13日，在Chatswood中

華文化中心參加《澳大利亞

炎黃畫院中西當代藝術邀請

展》的開幕式上。我查閱了

我發佈的美篇，較為突出的

有兩張圖片。一張是王存德

老師向百歲翁黃慶輝老先生

贈送了一幅《壽比南山》的

國畫，第二張是澳大利亞炎

黃畫院因為榮獲《慶冬奧》

、《迎新春》國際藝術展的

《組織獎》，在開幕式上拍

了一張合影。

在開幕式上人多嘴雜，

我和王老師沒有多少交流。

倒是在當月24日撤展時，

我和他，還有黃瑜等三人一

起到火車站乘坐火車，他給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那天我手裡拿著兩幅作

品，到了火車站的月台上，

天開始下著毛毛雨。王老師

從他的小推車裡取出兩個塑

料袋，很細心地幫我包扎好

兩幅作品，說這樣就可以防

小雨，免受潮。

我們三人同乘一班車，

在火車上聊了好一會，得

知他已買好票，第二天要去

堪培拉了。他對我說，他不

親愛的存德，您的辭世讓我無比難過。八十四年的生

命，您用畫筆記錄下了一個時代的變遷，也書寫下對這個

世界的深深眷戀，您心中有大愛，憂國憂民，胸懷天下，

心中唯獨沒有您自己。

親愛的您的畫作中洋溢著對人生的思考，對故土的眷

戀。樸實無華飽經滄桑的土著老人、面容可愛的孩童，都

透露出您對生活的尊重和關懷。您筆下的三十名肚皮舞者

刻畫出有血有肉的青春氣息和生命感覺，那麼地靚麗細膩

逼真生動。您不追求名利地位，只在寂靜的斗室中創作，

用心靈感受這片您熱愛的土地。

存德您德藝雙馨才華橫溢，多才多藝卻從不矜持高

傲。謙遜低調是您的品格，愛心寬容是您的情懷。您追求

的是內心的澄明。您不落俗套，不盲從，始終保持獨立的

品性和清高的操守。

您用自己的方式參與了這個時代的變遷，用心靈感受

著我們共同的家園。當鄉愁與情懷化作墨色，您便將生命

的精神寄托在筆尖。您的畫作向世人展示出一個知識分子

應有的高風亮節和謙謙君子的儒雅風格。

您為繪畫藝術貢獻了一生心血。那些樸實無華的筆

（悼念王存德先生專輯）

  存德您一路走好！

■王存德先生生前與妻子熊大
蒂女士合照.。

觸，飽含了您對生活的

熱愛與對藝術的執著追

求。您用畫筆渲染人生

情感，織就了對生命的

頌歌。您的畫作中蘊含

著大智大慧，散發著人

生之光。

您 劃 下 的 最 後 一

筆 ， 定 會 化 作 天 國 的

彩虹。當我們凝視您的

畫作時，仿佛還能聽到

您的心聲：去愛，去包

容，去創作，去堅持！

您留給後人的，不僅僅

是畫作和墨寶，更是一

存德安息
手足折於澳洲，為彼邦多元文化盡心盡力；

靈魂歸來華夏，與故土摯愛親朋同喜同悲。

   敬愛的存德：

■王存德先生在展覽會上向來

賓展示他的五十米書法長卷。

息。嗚呼哀哉，尙饗！

在京兄弟姐妹存誠麗文存

性存志麗君存澤偕家屬哀挽

堪城有居士淡薄水墨間坦蕩懷虛谷處世極泰然

情系唯藝海承德古聖先心靜若止水豈有名利爭

堪培拉文化協會敬挽
存畫南𤅀留千古，德藝雙馨藝術家。

王存德老師一路走好！

譚文華敬輓
存鵠志，醉丹青，七十年翰苑琪葩來筆底；

德乎情，發於道，數千卷江山人物到心頭。

張 青敬挽
存心中華傳統，精耕細作，美術殿堂追前聖；

徳施工藝學府，教研結合，杏壇振鐸啟後昆！

丘雲庵敬輓
王存德老師走完了人生之路，相信在另一世界仍

能追求他一生的至愛，用色彩筆墨酣暢地展現其獨特

的魅力！

願王存德老師在天遨游，追尋理想！一路走好！

黃 瑜敬輓
驚悉王存徳老師不幸逝世！深切哀悼！願王老師

一路走好！熊老師節哀順變！

王存德老師走完了人生之路，相信在另一世界仍

能追求他一生的至愛，用色彩筆墨酣暢地展現其獨特

的魅力！

何與懷敬輓
沉痛哀悼書畫友王存德先生！一生勤奮努力，不斷攀

登藝術高峰！低調做人，高調做事，書畫藝術高精

湛，為人謙和，熱心助人！今駕鶴西去，一路走好！

徐素彬敬挽
驚聞王存德老師突然仙逝，十分悲痛！王老師德

藝雙馨，和藹可親，兢兢業業做事，循循善誘對人，

是我崇敬的老師之一。王老師的離世是學院的重大損

失，而他大量的優秀作品和主辦過的藝術美篇又是學

院的巨大財富。王老師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裡！望王

老師夫人熊大蒂老師和孩子節哀順變，保重身體！

蔣行邁敬挽

沉痛哀悼書畫家王存德先生
驚悉藝術造詣傑出、為人低調善良的王老師離開了我

們，甚為惋惜悲痛，請熊大蒂老師節哀順變。

李衛國敬挽
天堂一定缺一名稱職的老師吧？王老師，您去之無愧，

祝您教師節喜樂。

鴻雪敬挽
存德書畫心靈雅，

■王存德熊大蒂藝術作品聯展會上合照

墨香留世意永存。

藝術千秋傳萬古，

筆墨流丹留畫魂。

曼曼敬挽

憶往日蒙賜墨寶，無雙義士；

痛今天遽歸道山，不朽精神。

王曼妮敬輓

存心如海潑墨成詩意，

德似星辰藝高耀後人。

張仲衡敬挽
潑彩舒志譜域內外華章；

偊偊行止為人世間楷模。

徐希嵋敬挽
情凝雪片皆飛白；

淚灑楓林層染紅。

陳世豪敬挽

千古師尊，藝壇泰斗，一聲河滿；

終生勤奮，著作等身，幾本新書。

王香谷敬輓

王者風範字畫驚艷世眾；

有口皆碑美名千古存德。

夢 然敬輓
存心國學，書畫留後世；

德髙望重，美譽遍組群。
陳偉賢敬輓

自 幼 就 喜 愛 畫 畫 的

我，1955年初中畢業後

考上了北京中央美術學院

的附屬中學（簡稱美院附

中）到今年學習繪畫整整

60年。美院附中建於1953年，是國內第一所專業美術學

校，徐悲鴻任院長，根據國外藝術院校“從小培養專業

人才”的經驗而成立，附中的學習是要為大學培養後備生

打下堅實的基礎，為國家培養高精尖的專業人才服務。我

慶幸自己能在這麼好的環境下學習成長，並將終生以此為

榮。1959年畢業時，我創作的《獻禮》與另外兩位同學

的作品一同刊登在連環畫報的封底上。

1959年附中畢業後留校工作。參加了由孫滋溪先生

構思，所有教師集體繪制的巨幅油畫《當代英雄》的創作

全過程。他們一點都沒有因為我只是附中留校而歧視我，

分配給我力所能及的任務，使我得到學習和鍛煉，同時有

大量的機會學習繪畫，這對於我是多麼保貴，受到多少啟

發呀！在我擔任一年級的小師弟、小師妹的素描和速寫課

的教學中，真實地感受到無比巨大的壓力。附中工作的三

年，明確了我今後的方向和我一生要走的路。以從藝的角

度看，我是多麼幸運！

1962年由“附中”推薦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深造，

學習現代工業品設計。由留法歸國雷圭元副院長做班主

任，由留法歸國的鄭可教授授課及輔導實習。學習圖案基

礎，工業製圖，立體造型設計，效果圖繪制等。實習課是

在北京無線電廠和北京汽車製造廠進行。我們與廠方技術

人員配合設計產品外形。

1973年我調到了北京紡織科

學研究所工作，設計紡織品包裝和

編繪動物圖案，花卉圖案、風景圖

案，也使我對各種圖案進行了深入

的研究。

1982年我調到了北京市工藝美

術學院裝潢專業科，負責教包裝設

計、廣告招貼設計和專業效果圖設

計。我努力把我多年積累的知識傳

授給我的學生，使我們專業科的教

學成績效果顯著。1984年我被學校

評為“北京市先進教師”，並出席

在人民大會堂的隆重表彰大會，之

後我被提升為裝潢專業科科長。

教學之餘，我組織我專業老師

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籌備了“北京鼓樓文史展”，“文天

祥紀念館展覽”，“北京市商業機械展”和“國慶節文化

宮游園佈置活動”等。

1988年1月2日來到澳大利亞堪培拉，我認識了羅永

現先生。他是廣西桂林師範學院來的訪問學者，他告訴我

堪培拉皇家造幣廠正在招收一名錢幣設計師，我按照它告

訴我的要求，先後畫了9張錢幣設計圖，其中一張畫的是

霍克總理像。三月初面試時，造幣廠經理說這次招設計師

是全國的，應試的人很多，但是我的設計是最好的！雖然

找工作沒有成功，但他對我能力的肯定和評價，給了我極

大的鼓舞，增加了我在澳洲生存下去的信心。畫有霍克總

理像的設計，已被霍克總理收藏。

藝術的生命在於創造，我必須放寬視野，在古今中外

的藝術長河中，探索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廣泛吸取一切可

以利用的知識來構建自己作品的具有時代氣息的新面貌，

既不重復別人，也不重復自

己，要永遠保持創新的活

力。

經過以上思考之後，我

對西方藝術的發展進行了一

番較長時間的系統學習和研究。塞尚的理論對現代藝術影

響最為深遠，被稱為“現代藝術之父”。他指出，第一，

自然是錐形、方形和圓柱體的有裂縫的組合體，透過裂縫

我們能瞥見抽像；第二，藝術規律與自然規律並行存在

於藝術之中；第三，藝術中不但要塑造形體，更要塑造色

彩。

我在學習了西方繪畫的優秀特點之後，1989年創作

了重彩畫《三岔口》。我把畫面上的三個人物焦贊、任堂

惠、劉利華用抽像的方、圓、三角形組成用以刻劃這三種

不同類型人物的性格和氣質；色彩則採用紅黃藍三原色，

陰影部分是各自的補色，而色彩的選擇又進一步襯托了人

物的性格和氣質。將方、圓、三角這三個基本形體改變比

例，並加以組合，則可以構成自然界萬物，它們各自都有

鮮明的形式特點和美感。我很高興能用近1000年前宋代

的故事，通過中國程序化的京劇《三岔口》，從具像到抽

像，從個性到共性，把現代繪畫中抽像的本質加以展現和

詮釋。

1990年我又畫了一組重彩，1991年應堪培拉澳華

會邀請，參加了四位畫家聯展，與張君實先生、羅真如女

士、陳錫然先生一道，在堪培拉最高法院大廳展出。我畫

的重彩畫《海的女兒》和《憧憬》刊登在1992年《澳大

利亞工藝美術》雜誌上。

1992年我到了JINGSAW劇團工

作，藝術指導史蒂文先生非常友善，讓

我畫道具，還畫了1993年，1994年的

演出海報。

1994年，畫技法畫，畫一組表現

澳洲兒童的《澳洲之花》。

1995年，我在堪培拉多元文化節

看到了跳“肚皮舞”的表演，經過收集

素材，在1996年完成草圖，後在舞蹈

老師珍妮女士、索尼婭女士和全體舞蹈

人員的幫助下，歷時兩年半終於完成了

這張高2.4米，長12.5米的大畫《堪培

拉的節日》。2000年，在堪培拉市長

凱特卡耐爾的關懷與支持下，此畫在堪

培拉多元文化節展出。在悉尼奧運會

期間，又在奧運村展出50天。2013年為慶祝堪培拉建市

100周年的活動中，曾與華人畫家美術作品同時展出。在

市多元文化部官員尼克曼尼科斯的建議和支持下，又在堪

培拉多元文化中心展覽至今。

我體會到過去在工藝美院上學時學到的知識和經驗

是無比寶貴的。我始終認為“繪畫是一項非常強的視覺藝

術，通過可視形像，揭示心靈的藝術”。先者云：“文以

載道。”熱愛生活，貼近人民的疾苦，關懷社會應是優秀

畫家的天職。在這方面，俄羅斯的兩位偉大的畫家列賓和

蘇里科夫更是我應該學習的榜樣。

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傳統的積澱上，我要以更

加廣闊的視野，更博大的胸懷，廣泛吸納全人類的所有優秀

文化藝術的結晶，特別是學習東西方藝術大師提供給我們的

極為寶貴的知識和經驗，努力創作出無愧於我們偉大的中華

民族、無愧於當今時代的藝術作品。（本文有刪節。）

藝途回眸一甲子
王存德（遺作）

■王存德重彩畫《三岔口》（1989年）

畫面上三十位與舞者同等身高

的姑娘盛著阿拉伯的各色民族服裝

被有機地分兩排穿插於畫面之中。

畫家抓住舞者瞬間靜止的一剎所

展示出的不同的姿態，不同的幅度

和動勢，刻畫了舞者有血有肉的青

春氣息和生命感覺。為了達到理想

的表現，他放棄了他所熟悉鐘愛的

中國永樂宮壁畫以線造型的手法，

而是採用了西方寫實主義以光影

體面造型的立體造型。在這幅畫中

我們既欣賞得到倫勃朗式寫實主義

形體塑造；又欣賞得到塞尚式“塑

色彩”的技法。它不是油畫，不是

水彩、水粉，也不是中國畫，它是

王存德獨創的不拘一格的重彩畫。

那麼靚麗、細膩、逼真、生動。兩

排舞者，多個層次，紛繁復雜的背

景；立體層次、空間層次；明暗

透視、色彩冷暖、；實與虛、大與

小、高與低；要達到完整和諧，主

題突出，形式完美談何容易？《節

日》真的讓畫家過了把癮。這也可

看做是對他幾十年繪畫技法積澱的

一次大挑戰，和全面實戰。

色彩是視覺語言，更是繪畫的

生命力。《節日》中的繽紛色彩給

了人極大的視覺衝擊。整幅畫面蕩

漾著陽光的斑斕，色彩的精神，令

人振奮。他使用了凡是能表現效果

的各種顏料：丙烯、樹脂、墨汁、

塗料、染料一起登場；三十位舞

者的服裝色彩、式樣、質地全都不

同，更有不同材質的裝飾、首飾、

花卉、背景；這些強烈的對比關係

產生的材質美和色彩美被表現得豐

富而細膩，質感與意趣惟妙惟肖，

隨處都透視出畫家的色彩激情和色

彩創新精神，宛如一場隆重的色彩

慶典在這裡舉行。

《節日》的畫面背景處理可堪

富麗而壯觀：首都堪培拉所有標誌

性的建築及特點風貌都被他收入畫

面；又有近百的各色人群與環境相

■王存德大型傑作《堪培拉節日》

試析王存德傑作《堪培拉節日》徐希嵋

諧相配活動於畫面空間；他

還把澳洲特有的花卉、動物

用點線面、色塊及幾何圖

形等有機地組合交織，襯托

表現；僅“堪培拉的花節”

上出現過的不同品種的郁金

香就被他搜集取材，繪制

了上千朵。背景畫面奇思妙

想、錯彩鏤金般的鋪排描

繪，極大幅度地歌詠表現了澳大利

亞的多元文化和澳洲人與自然的美

好和諧。大型巨作《堪培拉節日》

彰顯了畫家王存德豐富深刻的色彩

語言，別致的人物肢體造型和特有的

空間背景的構造意像，給了人極強的

視覺震撼，引發了人們無盡的遐思和

回味。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

卻艱辛。”王存德的人物畫所表現

出的現實美、境界美、人格美，其

作品真實濃郁的情感和精湛扎實的

藝術功力已撼動了人心，引起了共

鳴。這幅謳歌多元文化的作品受到

堪培拉市長凱特.卡奈爾的極高評

價。該作品分別被2000年澳洲多

元文化節、悉尼奧運會、堪培拉建都

100周年紀念等大型活動特邀展出，

並在澳大利亞著名的阿林森美術中心

展出。王存德是華人繪畫藝術家中不

多的幾位能夠在澳洲繪畫藝術主流社

會佔居一定位置的藝術家，他的成功

是華人的驕傲，可喜可賀。

展示是短暫的，而短暫之舉卻

凝涵了藝術家幾乎一生的情愫和執

著，可敬可佩。（本文系節選。）

■9月3日，王存德在《丹青麗彩-黃文麗悉
尼藝術展》開幕式和文友合影。這成了他
最後一張合照。

悼念書畫名家王存德先生
恆心馬

懂人情世故，這輩子心裡裝

的，腦子裡想的，就是寫字

和畫畫。

他還和我說了二件趣

事。一是每逢中秋和春節，

中國駐澳大使館門前的大對

聯，曾連續好幾年讓他書

寫；二是在堪培拉，有位餐

館的老板和他很要好，時常

一起交流書畫心得，數番邀

請王老師去餐館作客，他一

次也沒有去。他說，去了就

是白吃，白吃了心裡就會不

舒服。這是他做人善良清高

的格局。

他在中途下車後，我和

黃瑜繼續南行。黃瑜又講起

王老師身上有許多可貴的東

西，贊美他的畫技，贊美他

的人品，贊美他的成就。

我覺得王存德這人很

有意思，為他寫篇文章的念

頭，開始稍稍地在心中萌

生。

第三次遇見王存德老

師，是今年初的事。

2023年元月18號上

午，我參加了澳大利亞炎

黃畫院中心組在西區Parra-

matta Club舉行的年會。會

後隨李愛民、徐憲來和黃瑜

等幾位院辦領導探訪兩位書

畫家。其中一家是熊大蒂和

王存德伉儷。我知道王存德

老師很有藝術成就，德藝雙

馨，於是提出了考慮為他弄

個美篇想法，故此加了熊大

蒂老師的微信。

我隨手在他們家拍了

數張照片。其中有熊大蒂老

師親手製作的一組精靈小巧

的珍珠玉兔，一張由他們

協力創作的彩兔拼圖。到了

20日早上，我突然想用他

們的彩兔拼圖發個賀年朋友

圈。於是徵求熊老師的意

見，是否同意讓我使用他們

的作品。豈料熊老師說，他

們有一組彩兔的作品，共七

幅，然後全部轉發給我。

我一看，真漂亮，於是萌生

■王存德向百歲翁黃慶輝老先生贈送《壽
比南山》圖。

■王存德贈送恆心馬的兩幅墨寶：《
德藝雙馨》和《厚積薄發》。

了 弄 個 賀

年 美 篇 的

念 頭 。 當

晚 我 寫 了

兩 首 詩 ，

准 備 收

入 美 篇 中

去。21日

早 上 ， 將

拙 詩 分 享

份遺產——以愛心和寬容來面對這個復雜的世界。

存德您一路走好！願來世還作比翼鳥雙棲雙飛永不

分！ 

愛妻大蒂敬挽

你生於戰亂，長於艱辛，在兄弟姐

妹中排名第二，實為長兄，最早舍棄學

業走上職場，承擔起尊養父祖撫育弟妹

的責任，是家族的功臣。

你從學之路雖有曲折，幸得中央工

藝美術學院名師教導，學業有成，得在

幾所廠校任職任教，出著作，樹桃李，

為國家也已盡職盡責。

家國之責既盡，為追求藝術之進

取與自由，你毅然隻身遠赴澳洲，歷經

人生困苦，為中澳兩邦多元文化盡心盡

力，為這個不平靜的世界貢獻了一小片

祥和。

你質本純篤，認定目標，百折不

回，不問收獲，奮力耕耘。

你性非聰敏，而好學不倦，藝術上

求新求變，至死不渝。

你位居下士，而憂國憂民，常思盡

一己綿薄，貢獻雖輕，心意甚重。

你遽以孟子之年，撒手人寰，惜

重洋遠隔，我等只能遙相悼念，豈不痛

哉！

你一生坎坷，幸而晚年得與熊大

蒂女士結為伉儷，生活得到照顧，事業

如虎添翼，臨終有人陪伴，使你能去得

安詳，生者亦獲得安慰。你的愛女王蕾

和外孫輩也定能繼承你的遺願，自強自

立，你無需後顧之憂。

存德，回思你我的共同經歷，你

不平凡的一生，已足以無愧於父祖，作

我等楷模。今謹以一瓣心香奠於靈前，

異邦不殊故土，靈魂歸於大同，願你安

存德老師贈送的兩幅珍貴

書法；更因想將王老師的

墨寶拿到手，於是約了他

們伉儷今晚小聚，意想不

到的收獲，無端端地又多

了一幅小品畫《馬》，還

有兩幅寓意吉祥的祝福墨

寶：《德藝雙馨》和《厚

積薄發》。

由此讓我感悟：人結

人緣。結善緣，得善果。

真誠感謝王存德老師，祝

福他健康長壽，好人一生

平安！

我多番思考著為王存

德老師做個像樣的美篇。

但苦於我對他的認識時間

短，行文的素材不夠多。

要將他寫活寫到位，並非

易事。我曾多次思考如何

謀篇佈局，但一涉及到細

節問題，腦子就亂了。自

我安慰：希望找個機會，

和他祥談一次，多獲得一

些寫作素材。如今陰陽兩

隔，留給自己的，只有唏

噓和嘆息！

給了熊老師。感謝王存德老

師在大年三十用書法詮釋了

這兩首拙詩，讓文章錦上添

花。

隨後於元月24日，到

中央海岸金谷園參加澳洲

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的春節

團拜會，主要是為丘雲庵老

師慶祝九十嵩壽，又一次遇

到王存徳老師伉儷。“熱烈

祝賀丘雲庵先生九十壽誕”

的橫幅，還是王老師親手寫

的。午飯後，我們還一起前

行Woy Woy看海景，賞塘

鵝。

元月25日，我發佈了

美篇：《金谷莊園齊祝壽

人生九秩譜華章》。文章有

過萬的閱讀量。隨後我又根

據丘愫分享金谷園晨曦的迷

人景色，填了一首詞《浣溪

沙．金谷園晨曦》。此詞如

下：

旺旺河邊倒影斜，清晨

碧樹蔓青紗，風情小鎮友人

家。

玉兔騰雲呈瑞景，銀鵝

戲水綻心花，波光瀲灩逐朝

霞。

王存德老師覺得這首詞

寫的有點味道，又主動用書

法詮釋了一遍。後來我將這

幅墨寶裝裱入框，掛在客廳

的顯眼牆壁上。

這是我於元月17日發

朋友圈的一段文字：

只因一個偶然的遇見，

讓我萌生了編輯賀年美篇

的衝動；又因賀年美篇《大

年初一錦章裁玉免迎春瑞氣

來》的發佈，讓我獲得了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