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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聂 危 谷   卷

一个艺术家的研究兴趣及专注程度，取决于其价值取向和与生俱来

的生命特质，这也影响着其人格及其艺术风格的形成。

聂危谷先生通过多年研究林风眠，深知拥有时代精神的艺术不仅凝

结着独特的个性，且承载着艺术家领悟人类文化的整体观念。他从而立

之年直到知天命以来，倾力探索中国画现代性转型这一课题：一是探索

水墨语言的表达方式；二是变换水墨语言的言说对象；三是呈现水墨语言

新的文化品格。

首先，聂危谷通过从现代水墨到彩墨的演进，强化彩与墨互渗的肌

理表现，在此过程中，强调书写性这一中国画最根本的特质。应当看到：

书写方式的变革，具有多维度的开放空间。在林风眠等先贤所拓展的中

国画语言中，在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中都可以印证书写性与主体精

神表达的关系。危谷深悟只有“得心源”的笔墨才能进入灵魂。因此，

我们从他恣意挥毫和滴淌流注的泼墨设色，可知其内质缘自于传统写意

文脉，外部同化于现代抽象表现。所谓“得意忘象”，直抒性情，危谷

是入境了。

其次，就聂危谷的中国画选题而论也是对传统题材的逾越。他笔下

那种解衣盘礴的激情与混沌的意象，浑融了主观与客观的境界线。他笔

下的荷花，并不仅仅定格于传统画荷之格局，而是展现出一种“大花卉”

的场域。他的东西方建筑系列，更是旨在通往一个更宏远的境界，寄托

精神的符号
——聂危谷中
国画展前言 文／吴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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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桥

纸本彩墨、丙烯

97cm×89cm

2014

积淀于心中的人文历史情怀。这种大构成所营建的大象体现了一位当代

中国画家的国际视野。作为文明史上不断穿越人类生存与时空极限的造

物，建筑无疑是最富有文化意义的符号。而在危谷眼中，建筑还是一种

具有生命感的遗存，犹如回荡在天地间的生命史诗。故其十年磨一剑，

专心致力于这个选题。有意味的是，其绘画的言说方式与言说内容构成

了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就是说：他那种自由挥洒，超离客体结构的

建筑，正好与他力图凸显的精神性生命符号相互默契。 

最后，聂危谷在其画中采用的言说方式与言说主题拥有了我们这个

时代的人文品格。在一个生态、社会与文化环境瞬息万变的高度信息化

时代，艺术家何以回归传统绘画逸神妙能的旧品格？而反映时代生活又

需怎样提升艺术格调？又该拥有何种新的文化品质？聂危谷找到了清晰

理路。故其艺术所表达的对于历史与人生、自然与社会、时空与文化之

默想，并非一蹴可就，而是出于一位艺术家的文化自觉。聂危谷已然在

中国画领域探索、实践着新的可能性，他的努力为中国画的多元创造提

供了可资的参照。

中国美术馆对一切有价值的探索与创造予以注目与鼓励。衷心祝贺

展览成功。

201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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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古法，运新奇，
形历史遗存，咏文人胸臆”
——根据范迪安先生访谈摘要

聂危谷先生很注重在中国水墨的语言本体上先有一个高度的认同，他

注重研究传统水墨经典，尤其是研究水墨作为一种书写性、表意性语言的

这个最重要的特征。当我们说到中西绘画差异的时候，或者说到中西文化

的各自特色的时候，我们当然突出地强调中国绘画，特别是以水墨为代表

的中国绘画在写意性、书写性这方面的所长，这正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

在现代文化的这个进程中不可以丢失，特别是不可以忽视的重要的语言特

征，我觉得危谷先生他在观念上是高度地抓住水墨的这个最本质的特征。

也可以说，水墨所能够对于精神性意涵的表达不是靠着描摹，而是靠书写，

靠与自己的感性的观点而形成的这个水墨的语言生命力。

危谷先生在这方面是很清晰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又是非常

有自己的学术主见的，那就是水墨作为一种语言，还要解决言说什么的

问题。一方面是要紧紧抓住水墨语言的这种自身的文化根性，中国的这

个语言方式，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来解决水墨的表达，在这个表达中，

怎么能够具有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化，甚至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异域言说的

那些关于历史、关于现实、关于自然的那些理念？我想，聂危谷是很注

重在这个方面要形成他自己的突破，也就是在水墨语言的言说主题和言

说内容方面要走出自己的路子。所以，这就有了他长达十几年在这个都

市题材上的思考和探索，当水墨和都市相遇，自然就有了一种新的可能

性，但是也带来了新的难度，聂危谷一路过来的这些探索，我觉得他能

够紧紧咬住水墨对于都市，特别是对于都市建筑进行表达，他是要把这

个课题做得更加专一，也就能更加朝向深度。

精神纪念碑

纸本彩墨 

103cm×69c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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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魂的洛可可范儿

纸本彩墨

107cm×96cm

2015

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建筑是一种伟大的文化遗存，特别是视觉

的艺术结晶，那么，建筑在某种程度上既象征了特定时代的创造的理念，

也承载着历史时间的风雨侵袭，承载着历史时间的沧桑变化，所以，建

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类的一种重要文化符号，而且这种文化符号由于

具有比较显著的普泛性，特别引人注目。

在聂危谷眼中，在聂危谷的视野中，那些承载了大历史的，那些具

有人类公共性活动的建筑遗存更多是他的兴趣所在。这当然就跟自然，

就跟古人拉开了距离，尤其是能够在一个今天中国画家的国际性的视野

中，看到这个建筑的遗存的大背景。

所以，我觉得聂危谷画建筑，像是试图通往一个更大的境界，一个

更有历史积淀厚度的世界。使自己的艺术创作的热情、激情，能够和历

史的、坚实的、厚重的遗存形成碰撞。这种碰撞能够激发创作的灵感，

也可以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动力，这是很有意思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讲的还是语言问题，如何用水墨的方法，水墨的

技巧来实现对于建筑的表达，在这方面，我是很钦佩聂危谷先生的，他

咬住这个课题不放松，我相信在他那里也是废纸三千、废画三千，也就

是说，经过了大量的实验性的探索，形成了他所掌握的表达方式。因为

任何艺术，既有艺的方面，还有术的方面，那么聂危谷要解决这独特的

课题，就必须使用独特的术，在这个方面，我看到他长期积累形成了对

建筑的这个体块、光影、肌理、痕迹以及建筑和它所处的环境，建筑如

在天地间矗立的一种生命体这些方面的表述。这样一来，就使他的画面

看上去不是一般的描绘建筑，既不是建筑师笔下的建筑，也不是一般的

观察建筑所能看到的属于功能性的方面，我觉得他是把建筑当作一个历

史遗存，而且是有生命感的建筑遗存来表达，他所调动的这些技法就能

很好地传达出建筑的生命感，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归到文人绘画这个体

例中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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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音回荡——维也纳上观景台楼道

纸本彩墨

107cm×96cm

2014

严格来说中国画家拿起毛笔，因为有毛笔、水墨和宣纸的这样一种

媒介特征，他基本上就是书写的，除了画工笔、画界画、写楷体。但是

这个书写性的开放度、自由度，特别是自己心灵的开敞度达到什么样的

程度，那么笔下的笔线、笔墨的痕迹就能够有多少感人的地方。我觉得

关键是在这里。

看聂危谷的画，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建筑本来是方正的体块性的，

但是他呢用书写来表达，特别注意线条和线条之间由于水的渗化、碰撞

所留下来的空白，也就是说，控制了笔线痕迹的边界摩擦，用这个边界

之间的关联，来组织成一套笔墨的系统，或者说有一套笔墨组织去表达

那个建筑组织，那就跟建筑组织不同了。在某种意义上，通俗地说，既

是写实的更是写意的。即是表达那个建筑的结构组织，但是，因为他自

己的笔墨组织很有特色，也越来越有经验，这样他的笔墨语言就超离了

描绘性，就超离了叙述性，更多具有抽象的意味。我们讲，它有了独立

的价值。

描绘建筑、描绘都市，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又要尽可

能地使这种描述回到语言中回到笔墨中。画家在这里有时候是很难把握

好一个准确的尺度，但是，聂危谷在这方面应该说有了很多经验，还包

括这个墨色与彩色的关系。他画的许多西方古典建筑和现代的国际建筑，

它的结构性很强，而且光影性很强，色彩性很强。那么，怎么来用水墨

为主的语言体系表达这么一个现代的元素？他下了很多功夫，所以，他

的作品在墨色与彩色之间寻找到恰当的比度关系，甚至把色彩作为表达

自己感性的一个重要的语素和墨色融合在一起，而墨色里面又有其浓淡

变化，并且由于它自身的肌理组织，形成了一个很丰富的世界。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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