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rawings on Paper
1981－2015  段正渠纸本作品集（下）



目录

1      画纸飞龙 / 尹朝阳

3      多余的话 / 邰武旗

13      图版

429       后记 / 段正渠



1

段正渠的油画里众多的农民形象经常给观众一种错觉，认

为他是个农民画家 , 他在公开场合不改的豫西乡音也助长了这

种误解，再加上他并不特别修饰的衣着，使大家眼里的段正渠

被想当然地和乡土中国画了等号。

但我知道那对于我们私下里称为“渠哥”的段正渠来说，

有点像是个无可无不可的误会和玩笑。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

来自乡村的素质和形象司空见惯，对农民的误会和不愿深究的

草率遮蔽了段正渠绘画里人物更为深层复杂的底色。这种误解

同样出现在对于法国画家米勒的解释上，许多人会认为米勒也

仅仅是个画农民的画家，进而忽视他精湛的技艺以及画面背后

浓郁的宗教情结。对于早期作品中就出现了“英雄远去”主题

的作者来说 ，参与到英雄的归来中才算是个正经事业吧！

而他画里的农民，也一样经常具有英雄般的比例和激情，

这在段的文字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于浪漫和传奇的敏感已经随处

可见，那是我在更早的中国古典的笔记小说中见惯的春秋笔法。

对 于 传 奇 和 豪 放 的 喜 好 最 终 穿 越 了 那 些 黑 色 背 景 里 凸 现 的 形

 画纸飞龙

文／尹朝阳

象，他们沉默或者激动着，但无一例外地参与到段正渠对英雄

般事业的搭建中。二十多年来这尊独立于段正渠肉身之外的躯

壳正日渐丰满起来，那是用画笔的涂抹黏合起来的一个伟岸形

象，而这一切却是从常常给他带来误会的陕北和农民开始。以

至于最近一次见面时他开玩笑说：“有人说我们应该把学校搬

到陕北去。”

每 一 个 画 家 几 乎 都 有 一 块 成 就 地， 如 同 维 克 多 山 之 于 塞

尚，塔希提之于高更，我更愿意相信陕北是段正渠开始的地方，

通俗的说法认为陕北是段正渠的药引子甚至是炮捻子。事实也

证明了段后来绘画上汹涌的爆发始于陕北或更广大意义上的西

北。以我的猜度，那才是小说里好男儿仗剑走天涯的理想地域，

也是段正渠画中人物奔突飞驰的疆场。

 如果说油画是段正渠的正规军，那么此次西北之行历时

月余，纵横数千里收获的这些纸上作品，则可以称为段正渠精

锐的先遣部队，仔细端详，他们中的大部分武艺高强、战斗力

惊人。我可以想像到他在西北那些干裂苍凉的景物面前，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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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

文／邰武旗

十年间，个个人都忙得像响器班子的吹鼓手，眼看花还香

着，都已顾不上闻了。

十年前，在那间逼仄狭窄的地下室曾狠狠地、匆匆地手持

一台小 DV 摁在段正渠借我的一摞速写本上厮磨过一个多月，

假装有态度地弄了半个多小时长度的动态抒情，好似窥得他人

一桩深沉的情事，一嘚瑟，高音喇叭就招呼上了，事后总像是

做了一件让人玉碎自己瓦全的事。很长的时间，此事的尾声实

在是不怎么悦耳，再很长时间……惯常，也就不知闻也不愿问

了。今时今次，基本还是那批东西要再版，艺术家是亲熟了再

亲熟，艺术品呢，至少在我这里算得上是孤独了十余年，这十

年间偶有触碰，两厢里也只是礼节性的存在着。这点小事，在

如今的生活节奏下，说起来该是旧得不能再旧了，没成想，重

翻开一页却依然落花流水。一页一页翻下去，竟使自己本已有

所保留的欢喜像再次尝到了新甜头一样，停也停不下来。

我承认，人的谦虚一旦缩水便会自然地蒸发出傲慢的梦，

人性里这个资深的特点让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故事，也说了太多

呓语般的废话。有一次机会重拾起段正渠这批纸本，我很愿意

自己在这个偶遇的、一瞬清醒的节骨眼儿上站一站，像捡废品

一样把自己曾经说出的话收回来重说。

先 不 去 繁 冗 回 顾 这 批 纸 本 作 品 因 语 言 材 料 等 形 制、 成 规

的分类，也不去讨论所谓成熟作品与画稿草图两者艺术品格的

高下、优劣。此册收入的几百件纸本不全是或者说不仅是成熟

作品的准备、练习或雏形……扔掉诠释的行李，开门见山—

练习是我们爱艺术，创作是我们被艺术所爱。这批草图是那种

传说中最好的爱— 你爱她正好她也爱你。主观上这批小稿的

初衷是有确切的艺术发展意图的，目的是在为架上油画的制作

提供可能的新出口。画面放松、简略、无顾忌，呈现形态有但

又 有 别 于 惯 常 指 认 的“ 朴 素 艺 术” 和“ 天 真 绘 画” 那 种 到 此

为止的特点。作品追逆的根由暗合着“朴素艺术”、“天真绘

画”那种未约束的自由、不克制的自然，同时遵循着非常严谨

的创作规律并有着明确的创作方向。自如收放是这批纸本的基

本特征。粗览段正渠创作的整体样貌，即可见其是个很有能耐

的画家，西画的工整、传统水墨和书法的文气— 会得多。那

么西画的伎俩和水墨书法的意趣混在一起的时候是否就构成了

烈日，看着风沙岁月洗刷过的沉淀物，手里不停歇的挥动，一

张张地捕捉那些荒芜古迹在内心的投射，不放过一丝一毫的颤

动。一个月下来，这厚厚的一百多张纸里有相当的一部分都可

以独立成章，他们来自于长年累月地积累和训练，在我看来他

的手艺已经具备成为大匠的火候。

面对自然的虔诚，往往说明天地的伟大，写生永远是一个

绘画者面对自然的祈祷，那个仪式未必如宗教般庄严，但他却

是每个画者通向自我神坛的必经之路。千百年来，在这条路上

最终抵达终点的只有那些伟大的名字，我相信段正渠这个阶段

的写生早已超越了那些收集素材感受生活的准备，那更像是在

漫长时间和距离里的一次自我观照和跋涉。中国古人对艺术的

理解早已说出了“技近乎道”的高标准，而“道”不经过这上

下数千年，征程几万里的锤打磨砺则断难“体悟”。让我羡慕

的是，这一次段正渠的纸上作品里所出现的那种开阔的意象和

轻松，因简洁而愈加纯粹。他叙述的内容越来越少，我终于在

他的画面上看到他把他钟爱的那种只属于西北的文学性渐渐抛

开。说到底，绘画就是绘画，而绘画也只能是绘画。作为一个

几十年孜孜以求的操持者，绘画早已和谋生进而挣得名声等实

用的功能撇清，对于我们来说，那真是一直以来大家都不太好

意思承认的“宗教”！

如今的段正渠已经不是从段湾出来的那个略显文气青涩的

少年，他用自己一贯的坦荡发着光，照亮周围的青年。我在看

到渠哥穿上博士服的那些图片里平添了许多感慨，这也算是段

正渠另一种方式的奉献或燃烧吧。有一些东西不言而喻，但西

北之行的这批发着光的纸片却可能是段正渠新的起点，事实证

明，许多年过去，众多的弄潮儿把自己弄丢了，那些坚定地独

行者却还坚定地走在属于自己的路上。出于基本的判断和确信，

至少在我认识段正渠的二十多年里，他绘画的推进依旧沉稳有

力，那是种久经磨砺后了无挂碍的放松，等待他的必将也是铅

华洗尽后的勇猛精进！

发面  2009 年

亲嘴  1991 年

天底下歌唱  1996 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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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在包括内在的局部或者侧面可以决定整体的质量。外在

形式与情感率直表达之间的关系，套用时髦说法，即相当于语

言本体与艺术本质的关系，也就是一颗枣的形状与枣的味道的

关系，枣的形状和装这颗枣的盘子并不改变枣的味道，不论是

变好还是变坏。这批草图里面有一大批独立存在的、有独立味

道的作品，这类作为“草图”的目的，有时候真的落空了，作

品的意义却落实了。也就是说盘子和枣都合适着。强使此类草

图移生彼类作品，其结果是盘子没了，枣也丢了。反过来，冒

失地回过头观察具体的一类草图而不是原则意义上的这批纸本

作品，比如《东方红》《夜行》等一大批草图成功地发展为油

画， 且 更 具 光 彩。 这 一 说 法 并 非 否 定 此 类 草 图 的 独 立 性， 只

是肯定了艺术表达的强度、深度和广度并不仅止于一种媒材或

图式。正如一个母亲的两个孩子，一个勇猛精进，一个谦和豁

达，不是哪一个更好，而是不同而已。同理，因草图而发展成

的油画，并不必然劣于草图，反之亦然。然而这是否过于不吻

合我的理论逻辑了呢？事实上作者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不正是

依靠这个期待才同意将一个对象称为草图，而将另一个对象称

为油画吗？可是事实上枣不也可以做成枣糕吗？一棵树也不只

结一颗枣嘛。如此想是否还有那么一点点分裂的失望呢？所幸，

段正渠的作品不论是草图式的还是油画式的，不出意外的话，

从未见过其落笔与终了完全对应、草图与油画丝丝因袭的事儿，

更多是见他一会儿画有了，一会儿又画没了，无中再生有。起

初跟结果唯有气味相同，过程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总结出个程

序，方法更是无从说起。这是会的多呢还是不会呢？当然，这

是因为会而成就的不会。这让我想起出自《庄子·养生主》庖

丁解牛之典：战国厨师为文惠王解牛，动作快而熟练，结果明

确而清晰，文惠王赞其技术高明，厨师说我不仅技术熟练，主

要是因为我掌握了其中规律，刀使十九年，解牛几千头，刀刃

锋极，骨缝空宽，固游刃而有余。就段正渠的作品，针对此典，

我有另解：庖丁解牛，文惠王是见庖丁不见牛，我取牛，是见

牛而不见庖丁。庖丁之能，能在解，动作、规律、方法、工具

一展无余。段正渠的作品特别是这批纸本草图，从头至尾我未

见其材料、技法、风格、语言的铺陈，扑面尽是温酒、摔碗、

磨刀、烂醉的率真之气— 所有的好都如枣刺的误伤，所有的

金色黄河之二  2007 年 夜行  2002 年 黄河传说之四  2008 年

某种新的创造呢？确然，有太多人是在这个自以为是的优点上

累死的，形的扭曲加上组织画面的无能，加上所谓传统（循规

蹈矩的假传统），再加上等待某种可能和意外，几者之间这种

天然的矛盾恰好使他们的艺术变得毫无意义，这一类问题最多

地出现在表现性绘画的类型里— 越是表现性绘画越是需要彻

底的实感和诚心，俗话讲就是个良心活儿。没良心的表现就是

把一盆水搅浑了充当深不见底，此类气质和心理组成的绘画目

的事实上是一个画家或者一个人心智开始恶化的症象，这一思

维的脉络与那种变着法儿以画面的出新、求奇求怪为能事的艺

术家是同质的。段正渠的这批纸本的可贵，就贵在有秩序但无

迹可寻，让两种不同互洽，将两种同样优秀的品质（而不是手

段）结合，得到一件作品的自洽。说到这儿，不得不提起卢奥

三十岁左右的那批稀薄材料的作品，比如水彩、水粉、蜡笔、

墨汁、油墨等材料经过了单纯或者反复涂绘的作品，特别是大

约 1914 年的一批比较具象或者说更接近对象的水彩人体，这

些作品画面处处灵动巧妙，果敢痛快。仅就画面来看，无法描

述这是来自学院的经验还是来自于朴素天真的天性。只能说他

们（包括段正渠）的这一类绘画离奇古怪，但却有着纯粹、完

整、美丽的绘画价值。即便我可以努力解释这种神秘和谐的根

由，可我知道，结果还是无法证明这一件件作品为何如此优秀。

我也深知解释作品是一个愚蠢而徒劳无益的事，往往寥寥几根

线条就能比费解的理论让我对艺术作品有更多的体会。这一对

卢奥作品的相同感受可以完全移植在段正渠这批纸本作品的印

象中。我不知道当时段正渠是否看到过卢奥的这批作品，这不

要紧，也无须谈论外在形式的同异，正如卢奥自己所说：“绘

画上的‘口音、标记’是无法借鉴的。”这是人之所以承认个

体、艺术家追求个性的基本认知。“个性”是唯一的、自成的，

只能求己，这是人的宿命也是天分。一个创作者，是一个有机

体，具有同化功能、质变的功能、自我生产的功能，在受到前

辈及其周边作品的熏陶或影响后，自动通过自我的认知和所见

事物的印象而产生受孕结果，这个结果即是生活和这个世界本

身。因此，才有即使学习一辈子也不会有损于一个创作者的独

创性这一公例。这里提到的“标记和口音”可以理解为人生或

者作品质量的纯度、高度和浓度。事实上，一件作品没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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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 因为底牌写着“周一到周五代表困乏，剩下两天代表

空虚。”就算这些人魂儿只是为我们换掉那件令人生愁的灰褂

子，也算得上是段正渠有些古典有些悲怆的浪漫情怀。

可 是， 从 1995 年 就 跃 然 其 上 的 一 条 条“ 非 水 之 鱼”， 该

是段正渠生活与生意直绝刚脆的临界了吧。《宣和画谱》里说过：

“今人画鱼者，多拘鳞甲之术，或贯柳，或在陆，奄奄无生意。”

这段话是说由于鱼在水中观察不易，画者常将鱼捞出来仔细描

绘，往往就会患失去生命的画弊。段正渠之与鱼，生活中不观、

不食，甚至对鱼有着“恶杀生”之仁义。古人担心的失去生命

的画弊，在他身上本该无从谈起，可偏偏就是这么个人，拗了

古人非水之鱼制画的常理，还让鱼雍容性感地活在欢腾的人群

中。画中人鱼共在的情景非但没有生活中的渔猎关系，相反还

透出了膜拜与图腾的圣式。

为什么画鱼？段正渠说“鱼好画，画完了也好看”这个老

实的回答不会有人满意。有一路流气的解释说：伊水被龙门山

所挡，鱼从孟津出，过洛河顺伊河，一跃直入半云天……附会

黄河传说之七  2010-2012 年

病都比野花艳丽。

作文，多数是装作一本正经的罗嗦，聒噪者张嘴就是“嗨，

我不会说话”；寡言者抿着唇、恨自己有口难言。段正渠老家

塌剩下的门楼前有棵枣树还立着，段湾北坡下面的那条渠让高

速路给压了。枣树，水渠，段正渠，三者同岁。菜馍，甜面叶儿，

而今只当个稀罕物吃吃，生活就是这。不管爱不爱说，枣树从

来不说我是创作枣的，反过来顺着枣往回这么一踅摸，似乎生

活还真有了那么点儿意思，有意思才算有生活，有了生活好像

才有了艺术。

1958 年 生， 六 七 十 年 代 长， 一 个 画 画 的 人 对“ 有 生 活”

三个字恐怕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这里指的不是菜馍、甜面

叶儿的生活，是段正渠在《咱们又有了当家人》（工笔重彩）

中 宣 示 的 艺 术 生 活。1979 年 开 始， 往 后 十 余 年， 天 花 乱 坠，

生活陡然间统统都飞升为艺术，个个画人都亢奋得脚不沾地、

飞机带翅膀，一路飞到如今的，还有半道儿冒了黑烟的。艺术

编了个大网，生活撒了个大谎。段正渠是从这个网里漏下来的

人之一，几十年就孤单在被各种鸟飞剩下的一片天底下。这几

十年他在一波一波的艺术潮汐里一直抿着个嘴，装个旁人样弄

着本分的事；在家里，兄弟姊妹多，他也不算是个顶梁柱。有

这么两个生活的模样明摆着，即使老屋的房塌了，他还就是门

楼前那棵漏掉的孤孤的枣树，心思至今都没离开过段湾，依然

过着他菜馍、甜面叶儿的稀罕生活。日子里该有的高低长短，

静水细流，次第纳入怀中。把生活这么描说出来是一字一句，

说不出来的就生根开花，“妙于生意能不失真，如此矣，是能

尽其技。”根在土里，花怎样开都不过分。

段湾鼓书爷唱的水浒、三国、姜子牙，一遍跟一遍对不上，

却妙趣横生；镢把锄头一下去，刨出来就是三皇五代；邻人妯

娌为一把葱撕扯出天玄地黄；三尺麻布裹住个念想，五十年后

打开了是丝丝缕缕的一生；五个瓶子贴一样的酒标，装进去的

是油盐酱醋茶— 平平的生活冒着不平的生意，人落地就穷尽

其技而不失其真方成万般生意— 拿这作段正渠的艺术启蒙不

算牵强。接下来，浪比山峦大，船比落叶薄；画里做出的人魂

儿个个都像个真英雄一样面对失败— 这是人的幸福和顺遂，

是将人从现实生活拔出后的怡悦，是人在扑克牌里得到的意志

冰凌  2010 年

酒盅  2011 年

猪蹄  2011 年

诗集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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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转移到一个抽象的、非直观的、完全在艺术品以外的表象上

去。这其实是让绘画做了文字的工作，特别像象形文字。使一

幅画同时有象形的功能又有文字的功用，这是为那些从不能被

真正的艺术本质所感动的人们取乐发明出的玩意儿，就像我们

常见的那种在街头为人写鸟字的地摊货。如果一件寓意的画也

有艺术价值，那么这价值和这幅画在寓意上所成就的是全然不

相干的，这样的作品是同时为两个目的服务— 概念的表现和

理念的表示。所谓艺术作品的目的，亦即表出仅是直观可以体

会的理念— 暗夜里一群人抬着一条鱼— 这本身就是一个理

念，是艺术家在生活和自然的基础上，通过心灵所做的安排中

出现的一个理念，所以作品本身就该保有与自然一样的原始的

感动力。

就段正渠的这条鱼，我尝试着将他作品里的或者说别人给

他的作品赋予的那些概念、理念、寓意、象征等等，摘出来看

看，结果，看是没看到，好像连摘也没摘出来，也一样走进了

某一个概念去了。转回头觉着只落实个眼见的‘非水之鱼’的

生意要坦然许多。

创作是艺术家最隐秘的宣泄，有时隐秘到连作者本人都感

到忧郁，谬涩。人很难为自己的言行或者理念说明由来，画面

可能已经留下了这种类似的印记，而这种留存事实是无法预料

的，但这个时候创作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解释，有时候看起来

都说到了—除了事实。画家，他的画就是他存在、活着、思考、

感受的方式。作品是现成放在那里的，假如承认画面是由天赋

覆盖着的，那么依靠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是掀不开这个秘密的。

就这个“秘密”，很多人采访过作者，段正渠说“一笔一笔画，

画着画着就出来了”。是的，在这个画的过程中，自然会有一

个细微差别和演进的过程，对这种体会的描述不管是他者还是

作者，大多是在揣度的主观状态中存在着，这种描述的正确性，

正如从未参战的军事专家的言论一般，谈起来激越澎湃细一琢

磨就不知所云。所以，我们让作品的呈现归作品，别碰它，特

别对于段正渠的作品，我要收回那种多意解释的主张，他的作

品从未故意制造玄机，是坦白、真挚、向内里去的。他的坚定、

排除干扰、禁止解释，让画面保持着锐气和力量，为了让此力

量不致软化，他甚至会有玩世或暴力的矫枉行为，但始终保持

着内在的稳定、庄严、还有那么一点轻微的但有着优良品质的

古典视野。熟知他的人或许知道，对他哪怕有那么一丁点儿认

知，在他那里也绝非设计的结果，有时为了求证类似认知的虚

实，得到他的即兴之辞，也往往是通过戏谑、游戏的方式获得。

他非常不愿意被自己和他人的语言、文字左右，他相信也一直

遵循着“自我心性”这一法则，借“文章是自己写成的”画是

自己跑出来的’类似谶语，构建成自己放弃理论、追求作品结

果的道理。我相信他对解释作品这一行为的闪避是一种近乎骄

傲的谦虚。别碰它，是对这个谦虚的尊重，也是接近艺术的一

种可能。大体上接近他和他的艺术，就我个人而言，先要有个

作者和作品的同质认知作为基础。他从生活到生意，这个生是

个确切的动作，他的作品是这个动作的结果，这个结果里有着

对现实生活入微的观察和感受，不同的是他并未从此着笔，而

是把这个直观结果带入了同样有现实意义的、但褪去了现实色

彩的一个精神环境里，我不想将此简单的理解成某种浪漫主义，

比较接近的说法是“一种理想化的现实”。有了这个理论基础，

面对这批纸本或者其他作品，至少于我而言，再去接近他的作

品，少了一些障碍，有了更多可能。

写完以上这些支离破碎的字句，我发现，开头就想把一些

过去的废话收回的目的没达到，依然看见满地语言的碎片，很

有可能又新增了一层。实在，面对作品，话真是越说越远，更

何况那些自以为超越作品的大话，都不知道说到哪去了。   

2015 年 1 月 22 日

段正渠伊河之畔的偃师生人之履历，加之李太白的传诗：黄河

三十里，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如此这般鱼

化龙龙化鱼，以题借题，楚时的《御龙图》，南宋马远的《乘

龙图》，如同为我们找出马车的两架辕，乘龙直上云霄— 这

是考究的一路。再一路是随众民之愿，至少取个吉庆有鱼（余）

的农耕狂欢……算了吧，殊途同归，究底是概念和理念的混同。

概念一路是将画面看做一个无生命的容器，带着自己的定义装

进去就好了。画面在他们那里就是一架机器，机器固然可以装

进东西碾碎并拌匀，但他不能消化，放进去的成分并未改变，

画面里能筛分出各色花样的书袋子和各个品第的“高级”用意，

这是所谓有知识、有学问的“创作者”将见识过的模范作品的

本质装到概念里体会后的结果，这一结果或者会有众多说辞，

但绝不能赋予一件作品内在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作品，在观者

眼里同样只认识并株守着概念，高声喝彩那些装模作样的作品。

曾几何时，此类作品即已昨日黄花了—因为他太有“时代感”

这一流行的概念了。也因为，任何时代，每种艺术中都是以空

架子的格局代替精神，而格局却是离时代最近的、公认的现象

脱下的一件旧衣服。概念是用推理解释一切，这个定义本身就

可以将画面说尽，也因此，概念的“作品”总能滔滔不绝地说

个没完。正相反，理念是直观的、确定的，是借助于时间、空

间的体验而来。也就是说他只能从生活自身，从自然世界汲取

而来，只有真正的创作者才有此“功能”。理念永远是直观的，

所以创作者不是在抽象中意识着其作品的旨趣和目标，因此，

他不能为他的创作或者说作品找出个什么理由来，他只是从他

的实感出发，无意识的，也可以说是本能的工作。这些作品不

属于任何时代，也不屑于迎合自己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就半冷

不热地接受着他们。理念是有条件的，只有在条件之下才可传

达于人，他只按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智力水平分别引起人们的注

意。大多数人是不愿接近这种劳心的作品的，但总有附庸风雅

的人会将这类被他人公认的“好作品”装点到门面上，为了不

暴露自己的低能，除了背地里的诋毁，明面上只好找出各种象

征来诠释“作品的寓意”。段正渠的鱼，一会儿鱼化龙，一会

儿龙化鱼，还有吉庆有余，还有农耕图腾— 寓意，意味着不

是画面上画出来的别的什么东西。一幅画要依靠除了画面之外

的另一个什么来存在，这是引导观者的精神离开画出来的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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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转移到一个抽象的、非直观的、完全在艺术品以外的表象上

去。这其实是让绘画做了文字的工作，特别像象形文字。使一

幅画同时有象形的功能又有文字的功用，这是为那些从不能被

真正的艺术本质所感动的人们取乐发明出的玩意儿，就像我们

常见的那种在街头为人写鸟字的地摊货。如果一件寓意的画也

有艺术价值，那么这价值和这幅画在寓意上所成就的是全然不

相干的，这样的作品是同时为两个目的服务— 概念的表现和

理念的表示。所谓艺术作品的目的，亦即表出仅是直观可以体

会的理念— 暗夜里一群人抬着一条鱼— 这本身就是一个理

念，是艺术家在生活和自然的基础上，通过心灵所做的安排中

出现的一个理念，所以作品本身就该保有与自然一样的原始的

感动力。

就段正渠的这条鱼，我尝试着将他作品里的或者说别人给

他的作品赋予的那些概念、理念、寓意、象征等等，摘出来看

看，结果，看是没看到，好像连摘也没摘出来，也一样走进了

某一个概念去了。转回头觉着只落实个眼见的‘非水之鱼’的

生意要坦然许多。

创作是艺术家最隐秘的宣泄，有时隐秘到连作者本人都感

到忧郁，谬涩。人很难为自己的言行或者理念说明由来，画面

可能已经留下了这种类似的印记，而这种留存事实是无法预料

的，但这个时候创作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解释，有时候看起来

都说到了—除了事实。画家，他的画就是他存在、活着、思考、

感受的方式。作品是现成放在那里的，假如承认画面是由天赋

覆盖着的，那么依靠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是掀不开这个秘密的。

就这个“秘密”，很多人采访过作者，段正渠说“一笔一笔画，

画着画着就出来了”。是的，在这个画的过程中，自然会有一

个细微差别和演进的过程，对这种体会的描述不管是他者还是

作者，大多是在揣度的主观状态中存在着，这种描述的正确性，

正如从未参战的军事专家的言论一般，谈起来激越澎湃细一琢

磨就不知所云。所以，我们让作品的呈现归作品，别碰它，特

别对于段正渠的作品，我要收回那种多意解释的主张，他的作

品从未故意制造玄机，是坦白、真挚、向内里去的。他的坚定、

排除干扰、禁止解释，让画面保持着锐气和力量，为了让此力

量不致软化，他甚至会有玩世或暴力的矫枉行为，但始终保持

着内在的稳定、庄严、还有那么一点轻微的但有着优良品质的

古典视野。熟知他的人或许知道，对他哪怕有那么一丁点儿认

知，在他那里也绝非设计的结果，有时为了求证类似认知的虚

实，得到他的即兴之辞，也往往是通过戏谑、游戏的方式获得。

他非常不愿意被自己和他人的语言、文字左右，他相信也一直

遵循着“自我心性”这一法则，借“文章是自己写成的”画是

自己跑出来的’类似谶语，构建成自己放弃理论、追求作品结

果的道理。我相信他对解释作品这一行为的闪避是一种近乎骄

傲的谦虚。别碰它，是对这个谦虚的尊重，也是接近艺术的一

种可能。大体上接近他和他的艺术，就我个人而言，先要有个

作者和作品的同质认知作为基础。他从生活到生意，这个生是

个确切的动作，他的作品是这个动作的结果，这个结果里有着

对现实生活入微的观察和感受，不同的是他并未从此着笔，而

是把这个直观结果带入了同样有现实意义的、但褪去了现实色

彩的一个精神环境里，我不想将此简单的理解成某种浪漫主义，

比较接近的说法是“一种理想化的现实”。有了这个理论基础，

面对这批纸本或者其他作品，至少于我而言，再去接近他的作

品，少了一些障碍，有了更多可能。

写完以上这些支离破碎的字句，我发现，开头就想把一些

过去的废话收回的目的没达到，依然看见满地语言的碎片，很

有可能又新增了一层。实在，面对作品，话真是越说越远，更

何况那些自以为超越作品的大话，都不知道说到哪去了。   

2015 年 1 月 22 日

段正渠伊河之畔的偃师生人之履历，加之李太白的传诗：黄河

三十里，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如此这般鱼

化龙龙化鱼，以题借题，楚时的《御龙图》，南宋马远的《乘

龙图》，如同为我们找出马车的两架辕，乘龙直上云霄— 这

是考究的一路。再一路是随众民之愿，至少取个吉庆有鱼（余）

的农耕狂欢……算了吧，殊途同归，究底是概念和理念的混同。

概念一路是将画面看做一个无生命的容器，带着自己的定义装

进去就好了。画面在他们那里就是一架机器，机器固然可以装

进东西碾碎并拌匀，但他不能消化，放进去的成分并未改变，

画面里能筛分出各色花样的书袋子和各个品第的“高级”用意，

这是所谓有知识、有学问的“创作者”将见识过的模范作品的

本质装到概念里体会后的结果，这一结果或者会有众多说辞，

但绝不能赋予一件作品内在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作品，在观者

眼里同样只认识并株守着概念，高声喝彩那些装模作样的作品。

曾几何时，此类作品即已昨日黄花了—因为他太有“时代感”

这一流行的概念了。也因为，任何时代，每种艺术中都是以空

架子的格局代替精神，而格局却是离时代最近的、公认的现象

脱下的一件旧衣服。概念是用推理解释一切，这个定义本身就

可以将画面说尽，也因此，概念的“作品”总能滔滔不绝地说

个没完。正相反，理念是直观的、确定的，是借助于时间、空

间的体验而来。也就是说他只能从生活自身，从自然世界汲取

而来，只有真正的创作者才有此“功能”。理念永远是直观的，

所以创作者不是在抽象中意识着其作品的旨趣和目标，因此，

他不能为他的创作或者说作品找出个什么理由来，他只是从他

的实感出发，无意识的，也可以说是本能的工作。这些作品不

属于任何时代，也不屑于迎合自己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就半冷

不热地接受着他们。理念是有条件的，只有在条件之下才可传

达于人，他只按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智力水平分别引起人们的注

意。大多数人是不愿接近这种劳心的作品的，但总有附庸风雅

的人会将这类被他人公认的“好作品”装点到门面上，为了不

暴露自己的低能，除了背地里的诋毁，明面上只好找出各种象

征来诠释“作品的寓意”。段正渠的鱼，一会儿鱼化龙，一会

儿龙化鱼，还有吉庆有余，还有农耕图腾— 寓意，意味着不

是画面上画出来的别的什么东西。一幅画要依靠除了画面之外

的另一个什么来存在，这是引导观者的精神离开画出来的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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