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韵. 崔进 / 李明主编. -- 石家庄 : 河北美术出
版社, 2016.12
    （中国画的传承与超越）
    ISBN 978-7-5310-8111-1

    Ⅰ. ①清… Ⅱ. ①李… Ⅲ.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Ⅳ.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9973号



崔进，1966 年生于江苏东台，1991 年毕业于南京艺术

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全国青

联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委会委员，硕士生导师，中国艺

术研究院中国画院院长助理、艺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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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年表

获奖

1990 年 《乡村纪事》获“全国第二届体育美展”二等奖。

1991 年 《红色的记忆》获“全国第一届民族文化风情中国画展”特等奖。

1993 年 《午夜笛声》获“ '93 博雅油画大赛”优秀奖。

 《渔家竞技图》获“全国第三届体育美术展览”二等奖。

1994 年 《花季》获“第八届全国美术展览”大奖。

1995 年 《梦中画园》获“《江苏画刊》二十年展”新人奖。

1997 年 《欢乐今宵》获“全国中国画人物画展”铜牌奖。

  被中国文联授予“ '97 中国画坛百杰”称号。

1998 年 《大操练》获“第四届中国当代工笔画展”优秀奖。

2001 年 《欢心一刻》获“首届中国重彩画大展”学术奖。

2004 年 《朦惑》获“首届美术文献提名展”提名奖。

 《闲散》获“首届傅抱石奖南京水墨画传媒三年展”评委个

  人提名奖。

群展

1992 年 “国际水墨画大展”（海南）

 “全国第二届水彩水粉画展”（江苏）

 “中韩画家作品交流展”（汉城）

 “中日漆画展”（纽约）

1993 年 “首届全国中国画展”（北京中国美术馆）

 “第三届中国当代工笔画展”（江苏美术馆）

 “ '93 中国第三语绘画展”（广州）

 “亚洲艺术家联展”（纽约）

1994 年 “第八届全国美术展览”（北京）

1995 年 “大田、南京书画交流展”（韩国）

1996 年 “中国美协第十一次新人新作展”（长沙）

 “开放的语言— '96 南京艺术邀请展”（江苏美术馆）

 “中韩漆画艺术交流展”（韩国）

1997 年 “中国当代中青年百杰美术作品展览”（北京炎黄艺术馆）

 “全国首届中国画人物画展”（韩国）

1998 年 “全国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山东）

 “今天的环境与艺术：上海抽象艺术邀请展”（上海）

 “第四届中国当代工笔画展”（南京）

1999 年 “第九届全国美术展览”（广州、南京、福州）

 “ '99 中青年工笔画家作品提名展”（深圳美术馆）

 “边缘视线第三回展”（上海）

 “新动力中国画展”（南京可一画廊）

2000 年 “新中国画大展”（上海刘海粟美术馆、江苏美术馆）

 “国际中国画大展”（常州刘海粟美术馆）

 “墨墨墨展”（南京、上海）

 “当代艺术邀请展”（上海）

2001 年 “国际中国画年展”（大连）

 “国际水墨画学术邀请展”（杭州、上海）

 “首届中国重彩画大展”（北京）

2002 年 “中国美术家协会首届漆画学术提名展”（广州）

 “轮回 Samsara—十位艺术家与他们的纸上世界”（上海）

 “手札—案头水墨艺术展”（杭州）

 “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奖品展”（珠海） 

 “2002 年中国抽象水墨年度展”（杭州）

 “2002 年西湖国际美术双年展”（杭州）

 “第五届中国当代工笔画展”（北京）

 “第二届中国画展学术年展”（福建）

 “新金陵画派八人展”（广州）

 “非常融合—当代工笔画名家新作展”（北京）

2003 年 “中国首届花鸟画邀请展”（广州）

 “微观与精致—中国首届工笔重彩微型作品艺术展”（北京）

 “彩与墨的对话—两岸当代艺术家交流展”（中国台湾）

 “吴越风情：全国书画作品邀请展”（浙江）

 “水墨生活—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邀请展”（杭州）

 “中国首届人物画邀请展”（广州）  

 “融入都市—现代水墨画展”（南京）

 “当代中、日、韩水墨画100外家联展”（中国台湾、东京、汉城）

2004 年 “第十届全国美术展览”（杭州、南京、厦门）

 “第四届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深圳）

 “首届美术文献提名展”（武汉）

 “第二届中国画人物画展”（北京）

 “学院工笔—当代工笔画名家邀请展”（北京）

 “传承与融合—2004 当代全国中青年国画家学术邀请展”

 （广州）

 “聚焦西部—中国画画家内蒙写生创作展”（北京）



 “今日水墨—中国当代画坛名家全国作品展”（西宁）

 “彩墨空间—当代中国画家提名展”（大连）

 “水墨报告—当代水墨艺术巡回展”（上海、南京、济南）

 “六○ 视线展”（南京）

 “九月雅韵—当代中国画精品展”（杭州）

 “融合互渗—当代中国画 2004 年度展”（北京）

 “从怯隐走向坦显—2004 年中国现代水墨人体画邀请展”

 （南京）

 “2004 年中国当代工笔名家新作展”（北京）

 “现代都市水墨画展”（南京）

 “金陵名家精品展”（常州）

2005 年 “花戏—中国戏曲主题艺术大展”（北京）

 “水墨精神第一回展”（北京）

 “神韵—江浙沪人物画邀请展”（南京）

 “中国画百家扇面精品展”（合肥）

 “正当代·盛世中国画—首届中国美术出版界提名中青年

中国画展”（北京、厦门）

 “限制与自由展”（武汉）

 “非常融合—2005年当代工笔画名家邀请展”（北京、深圳、

武汉）

 “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浙江）

 “关注当代”（北京）

 “2015 年度中国画名家作品邀请展”（北京）

 “非常笔墨—2005 年当代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北京）

 “走进金沙—全国书画名家学术邀请展”（金沙）

 “现代金陵水墨画传媒展”（南京）

 “新锐工笔五人画展”（大家画廊）

2006 年 “正当代·盛世中国画—中国美术出版界提名最具影

  响力画家百人作品展”（北京）

 “现代绘画史·代表画家作品展”（浙江）

 “今日中国美术大展”（北京）

 “中国水墨文献展 1976 ～ 2006”（南京）

 “渡．当代水墨方式展”（天津）

 “东方之韵—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洛杉矶邀请展”（美国）

 “传统的延异·中国当代纸本彩墨学术邀请展”（上海）

 “六○ 视线文献展”（北京）

 “世写意—当代中国画提名展”（北京）

 “2006 年杭州当代人物画家作品交流展”（杭州）

 “水墨动向—第三届当代中青年国画家学术邀请展”（济南）

 “东南西北—中国美术馆月刊创刊二周年专题展”（北京）

 “中国江苏现代水墨画展”（意大利）

2007 年 “第二届当代中国画学术论坛创新作品展”（北京）

 “第四届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南吕）

 “学院经典—首届全国艺术院校工笔画名家作品邀请展”

 （武汉）

 “第一回中国水墨中国画学术提名展”（北京）

 “中国画当代形态实力青年 19 家巡回展”（北京、济南）

 “写影写意—名家、名影、名作当代艺术大展”（北京）

 “咫尺风流—全国画院国画名家扇面艺术邀请展”（福州）

 “当代新工笔邀请展”（南京）

 “东方墨·第二回当代中国水墨艺术家邀请展”（北京）

 “两京之间—中国水墨大展”（南京）

 “无法解脱的江南—2007年江浙沪水墨画艺术家邀请展”（上海）

 “香江十年·鉴藏丹青—迎香港回归十周年名家书画展”（中

国香港）

 “引领中国美术—首届江苏书画邀请展”（南京）

 “东方既白—中国最杰出青年国画家百人作品展”（济南）

 “非常写意—当代名家条幅邀请展”（北京）

 “华东六省—市中国画邀请展”）（浙江）

 “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展”（北京）

 “富山国际水墨画公募展”（日本）

2008 年 “写意中国·水墨时代—首届中国当代代表画家水墨成就

提名展”（名古屋）

 “幻想·本质—中国工笔画‘当代性’方向展”（北京）

 “新笔墨·中国画大展”（上海）

 “和平颂—太空飞行艺术之旅”（北京）

 “六○ 人物·水墨画展”（北京）

 “2008 奥林匹克美术大会”（北京、希腊、美国）

 “2008 中国人—中国人物画邀请展”（广州）

 “水墨动向—当代杰出青年水墨画家学术提名展”(济南 )

 “水墨尖峰·当代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北京）

 “记录当代—中国美术家代表作品邀请展”（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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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风流人物—2016 中国画展”（南京）

 “梦入江南—当代实力派画家精品展”（南京）

 “2008 中国画百名家扇面精品邀请展”（合肥）

 “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邀请展”（合肥）

2009 年 “图像的邀约—中国工笔人物名家邀请展”（北京）

 “学院工笔—中国工笔画学术邀请展”（北京）

 “水墨文章—美术文献当代水墨展”（武汉）

 “水墨当下—2009 上海新水墨艺术大展”（北京）

 “微观与精致—第二届小幅工笔画展”（北京）

 “林州水墨双年展”（上海）

 “中国画名家手卷作品展”（北京）

 “当代最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画家邀请展”（北京）

 “荣宝斋中国书画名家邀请展”（北京）

 “盛世丹青·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北京）

 “21世纪最具有收藏价值的中国当代杰出名家作品展”（济南）

2010 年 “学院经典—全国美术院校工笔画名家作品展”（济南）

 “传统风范—中国画名家四条屏作品展”（北京）

 “中国人物画大展”（南京）

 “文脉心象—当代中国画百家百扇艺术展”（北京）

2011 年 “意境与品格—中国当代工笔画艺术成就展”（北京）

 “格物致知—中国当代工笔表述”（北京）

 “东方墨·第三届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邀请展”（深圳）

 “中国工笔画学术联盟名家邀请展”（北京）

 “新传统—当代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山东）

 “纪念辛亥—百年两岸百家水墨大展”（中国台北）

 “传承经典—当代中国画名家学术邀请展”（合肥）

 “田原情韵—中国画名家作品展”（山东）

 “丹青墨韵—十一人书画作品展”（南京）

 “中国风骨画展”（山东）

 “美人记—名家邀请展”( 南京 )

 “中国色彩—绘画艺术展”（无锡）

 “笔墨延伸—江苏省国画院系列学术邀请展第三回展”（南京）

 “丹青辉映琴瑟和鸣—中国艺术研究伉俪艺术家绘画展”（北京）

2012 年 “概念超越—2012 年新工笔文献大展”（北京）

 “新工笔文献大展”（北京）

 “三矾九染—2012 中国当代工笔画提名展”（上海）

 “伦敦—中国艺术展”（伦敦）

 “传承与蜕变—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展”（东京）

 “全国中国工笔画双年展”（厦门）

 “当代中国画核心画家六十人学术邀请展”（北京）

 “人的尺度—当代人物画邀请展”（扬州）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画名家创作室作品展”（北京）

 “写意一族—六尘艺术馆第一回学术邀请展”（南京）

 “相约威海—中国画邀请展”（威海）

 “中国画六人展”（北京）

 “人物·人物—2012 南京人物画年度展”（南京）

 “第二届四川省工笔画学会作品展”（成都）

 “中国尼泊尔绘画艺术展”（北京）

2013 年 “格物致知—当代工笔画展”（北京）

 “追求卓越—当代工笔画邀请展”（北京）

 “学院经典—全国美术院校工笔画名家作品展”（武汉）

 “一尺大千—首届当代中国画名家小品展”（北京）

 “大美金陵—中青年艺术家提名展及学术论坛”（南京）

 “首届中国工笔重彩·水墨作品学术邀请展”（北京）

 “新传统—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北京）

 “表情—2013 南京人物画年度展”（南京）

 “2013 中国水墨双年展”（广州）

 “微观与精致—首届工笔重彩水墨作品学术研究展”（北京）

 “文化中国—百名书画家邀请展”（山东）

 “笔下乾坤—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国画名家邀请展”（北京）

 “文心雅趣—当代中国画百家扇面小品学术研究展”（北京）

 “问道四方—首届当代中国画名家斗方学术研究展”( 北京 )

2014 年 “游心虚淡—新水墨研究展”（南京）

 “照古观今—当代优秀青年水墨画家学术邀请展”（北京 常州）

 “工不可墨—中国工笔画邀请展”（南京）

 “工笔新语—当代工笔画邀请展”（南京）

 “人物之巅—全国人物画名家作品展”（济南）

 “笔墨风格—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展”（山东）

 “承古开新—当代中国画名家档案学术创作展”（北京）

 “大墨东方—2014 中国水墨名家韩国邀请展”（韩国）

 “万象之美—2014 中国国家画院青年画院中国画作品邀请

  展”（北京）



 “画语清风—当代中国画名家扇面学术研究展”（北京）

 “当艺术邂逅浪漫—朱进、陈子、崔进、雷苗四人展”（烟台）

 “海岳风华—第二届中国当代实力派画家邀请展”（北京）

2015 年 “中国水墨国际话语权推广项目：大美水墨系列展”（北京）

 “写意中国·2015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作品展”（北京）

 “心印—中国画当代名家学术邀请展”（南京）

 “艺道同行—京津翼当代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天津）

 “全国高校名家作品邀请展”（苏州）

 “大化之画—当代中国画名家学术邀请展”（北京）

 “不可或缺—中国艺术报创刊20周年书画名家邀请展”（北京）

 “首都博物馆画院 2015 年度中国画作品展”（北京）

个展

2001 年 “崔进作品展”（深圳美术馆）

2002 年 “崔进艺术展”（德国颜森画廓）

2003 年 “浮影闲情—崔进画展”（何香凝美术馆）

2004 年 “浮生留影—崔进水墨画展”（一澈画廊）

 “崔进绘画展”（集文斋画廊）

2005 年 “崔进画展”（烟台美术馆）、“灰色逍遥——崔进作品展”

 （南京荣宝斋）、“浮生落影—崔进·雷苗水墨画展”（江

苏美术馆）

2013 年 “眩·臆—崔进艺术展”（山东）

2015 年 “崔进作品展”（杰美术馆）

出版 

 《百杰画家—崔进》（辽宁美术出版社）

 《符号中国—当代美术中的中画画：崔进》（湖南美术出

版社）

 《新工笔文献丛书：崔进卷》（安徽美术出版社）

 《当代水墨新经：崔进卷》（河北美术出版社）

 《崔进》（四川美术出版社）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个案研究—崔进水墨人物》（中国工

人出版社）

 《中国艺术家—崔进》（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都市水墨：崔进卷》（荣宝斋出版社）

 《崔进写意人物》（中国工人出版社） 

 《崔进：艺术、生活、创作》（安徽美术出版社）

 《艺术阵线：崔进卷》（北京燕山出版社）

 《崔进研究》（河北美术出版社）

 《中国画名家画库：崔进》（四川美术出版社）

 《艺术跟踪：崔进卷》（艺术跟踪出版中心）

 《崔进水墨人物作品》（中国工人出版社）

 《美术世界：崔进卷》（华夏文艺出版社）

 《当代名家技法图例经典：崔进写意人物》（北京工人出版社）

 《崔进作品集》（华夏文艺出版社）

 《中国画廊推介画家精品：崔进卷》（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当代中国画市场调查报告崔进卷》（人文艺术出版社）

 《崔进雷苗画集》（当代艺术图像馆）

 《人物画名家：崔进》（中国文艺出版社）

 《花雅雨润：崔进 2011 作品集》（古昊轩出版社）

 《崔进画集》（中国文联出版社）

 《当代实力派名家系列：崔进》（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当代画史·崔进卷》（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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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崔进是以工笔画闻名于画坛的。在1995年以前，

他更多是借用传统的民风、民俗、民情来表现众生狂欢的场

面。但自1995年以后，他则主要是借用现代生活的场景，来

表达他对现代都市的深沉体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

的文化敏感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更多的工笔画家，

要么是在运用传统手法画些传统题材，如仕女、花鸟等；要

么是在形式技法与材料的层面上搞一些花样翻新。关于这

些，人们完全可以在众多的工笔花展与相关画册中看到。

有一点十分明确，即崔进后期的工笔画基本上是围绕着

现代人纵情声色的素材展开。不过，他并不如实再现生活中

火爆与热烈的气氛，而是着意强调画面沉重、忧郁、不祥的

特殊气氛，让人看后很是不舒服。此外，他从来都不用写实

的手法去反映生活本身，而是用超现实的手法处理来自生活

中的素材。因此，他画中的场景也好，人物也好，总是处于

现实与梦幻之间，并显现出独特的神秘感与陌生感。2013年

以前，我曾为他的这批工笔画作品写过文章。在我看来，他

的这批工笔画作品已经创造性地借用了法国艺术大师巴尔丢

斯的艺术手法，从而对传统的超现实主义表现模式进行了有

效地改造，可这正好使他找到了一种切入当代都市题材的有

效方式。我还指出，在崔进那里，所谓超现实的手法并不纯

然是一种艺术呈现方式，因为从根本上看，他力图强调的乃

是逃避与无奈的主题。说白了，崔进是要用他的作品突出人

们对现实既恐惧又不知如何是好的复杂心理。

非常有意思的是，崔进近来又把他的工笔画创作经验成

功地转换到了写意画中，正因为这样，他画中的图式基本上

是西方式的，就如同他的工笔画一样，略带一点超现实的意

味，而非传统中国式的。由于都市景观如同大海紧密地包围

着他画中的青年人，所以也很好地突出了一些青年人苦涩困

惑、无所适从、迷茫无奈的感觉。与此同时，为了渲染现代

都市嘈杂、拥挤、喧闹、混乱的气氛，他还大胆采用了破笔

散锋似的笔法与有意突出灰色意境的乱墨法。按画家周京新

的说法，他的画，从人到物，从实到虚，几乎都是用看似没

有章法、乱糟糟的“杂草”编织着，应该说，这恰恰是艺术

家崔进风格独特的地方。按传统的笔墨标准，人们完全可以

认可，崔进的写意画没有笔墨。但崔进却指出，传统笔墨标

准赖以存在的文化情境早已不存在了，为了有效突出画面的

意境，并强调心灵表达的直接性，他完全有必要按新的方式

来处理笔墨。对此，我深表赞同。

正如许多社会学者早已敏锐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的社

会应该称为消费社会，而这个社会在带来物质生活大幅度提

升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其很重要的问题便

是，在金钱交换原则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任何人一旦陷

于金钱至上的观念里，他至少会面临两方面的困惑：其一，

在没完没了的欲望的驱使下，人会演变成挣钱的机器，并面

对形形色色的压力；其二，传统的人际关系日益崩溃。在今

天，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亲情关系、诚信关系已经越来越罕

见。于是恐慌便成了十分流行的现代文明病，逃避则成了许

多人经常采取的生活方式，因为透过它，人们可以获得短暂

的快感，进而忘记一切恐慌与烦恼，缓释压抑与紧张的心理

感觉。就本质而言，逃避的生活方式即是人们对枯燥无味现

实的一种反抗。

然而，逃避似的反抗毕竟是消极的、无奈的方式，它

只能在短暂的时间内生效，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觉

得，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崔进显然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

此，他在创作他的写意画时大胆采用了一种十分主观的框架

来诠释青年人无奈、迷茫的社会现象。首先，他有意让故事

的场景总发生在室外环境中；第二，他有意让画面在整体上

呈现灰色；第三，他有意让画中的人物呈现木讷之情，且显

得萎缩与不健康；第四，他有意让人与人处于若即若离的飘

浮状态。从表面上的情况出发，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崔进是

想用上述几种因素突出一种形式效果与个人风格，但仔细思

索，你却会发现，崔进实际上想利用独特的艺术形式传达出

一种超出现实隐喻与一种难以言传的困惑与空虚。它非常有

利于观众对类似现实进行冷静客观的反思。崔进的非现实方

式并没有对他所指出的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种提

问的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由此，我们并不难产生这样一种看法，即艺术表现形式

对崔进来说，就是观念本身，离开了他，崔进的想法是根本

无法为人所知的。事实上，崔进的作品早就超越了正统的西

式超现实主义模式，而具有强烈的本土色彩。更重要的是，

它既不同于传统中国画，也不同于西方现当代艺术，而显示

出了独特的艺术面貌。我觉得，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艺术

格局中，崔进对中西艺术同时采取双向借鉴、双向解构的方

式，是十分正确的，而这对所有艺术家应该有所启示，从中

我们应该找到一条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的特殊道路。

祝愿崔进在今后的艺术生涯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捕捉图像背后的现实隐喻
文/鲁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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