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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河北省文艺评论奖”是由河北省文联主办，河北省文艺评论创作中心、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承办的文艺评论综合类奖项，是河北省专业水准较高、较具权威性的文艺评论类奖项，也是目前

我省唯一的综合性文艺评论奖项。

该奖项设立于 2004年，由分管文艺评论理论的原河北省文联主席冯思德与原理论研究室主任

龚富忠两位先生牵头设立，依托河北省文艺评论创作中心这一阵地举办，为每年一届；从第五届

（2009年）开始，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并在原有文章类奖项的基础上，增设专著奖。该奖于第八

届（2015年）开始参照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的奖项设置，将原来的奖项调整为特等奖、一等奖和二

等奖。

该奖项自设立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九届，内容涵盖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杂技、影视、

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曲艺共 11个艺术门类的理论、评论作品。为发现文艺理论评论作

品，推举文艺理论评论人才，活跃文艺氛围，提高创作水平，从总体上推进和繁荣河北省文艺创作

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该奖项还被中心和协会视为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和年度推优活动的初评环

节，为向全国推举作品、推出评论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河北省在多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

奖中和年度推优活动中获得佳绩，并在第七届评选中获得组织工作奖，这都与我省历届文艺评论奖

的举办有着直接关系。

在坚持“公开公正公平”这一评选原则的同时，为引导、繁荣艺术评论，在评奖中一直坚持推

行同一水准向艺术评论倾斜，尤其是向理论薄弱的艺术门类倾斜。经过多届导向性引导，近两届奖

项评比中，舞蹈、摄影、杂技、曲艺等评论基础相对较弱的艺术门类涌现了一批观点新颖、质量较

高的作品。同时，关注现实创作的批评文章，为当下文艺创作中存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发出的声

音，也历来为评委会推举。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

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

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应该说，河北省文艺评论奖所坚持、提倡的评论导向，正是

对“讲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的具体实践。在此导向下，一批观点明确、

表达简洁、叙述清晰、文笔清新的作品脱颖而出，为激活河北省文艺评论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随着九届评论奖的举办人们欣喜地看到，参评人数正逐年增多，参评人员的年龄却在逐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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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文艺评论队伍老、中、青梯队正在形成。获奖作者中，有德高望重或在业界颇具影响力的长者

和专家，以谦和姿态支持这个需要不断完善的活动；有在高校里就某个基础理论和学术问题作了多

年潜心研究的学者；还有以研究生身份参评的青年学子……通过这个奖项，他们成为我们的朋友，

成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后最初的基础会员群体，也成为支撑河北省文艺评论事业的力量和源

泉。在申报过程中，各地、市文联为基层组织单位，他们为遴选作品、推举地方人才付出了巨大努

力。为此，我们深表感谢。

限于出版篇幅，本作品集仅选择了部分作品出版，为此，对其他作品和作者表示歉意。条件成

熟的时候，会陆续将全部获奖作品出版，以飨读者。

2017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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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在近 20年经受了空前的挑战，这种挑战使我们必须对当代中国画进行深刻的反思。在

当前这个麻木、冷漠，后现代之风盛行的艺术时代里，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中国画的内在潜力，重新

把握中国画的内在规律和文化品质，重新建构中国画的当代审美理想。只有这样，中国画才会跨上

一个更高的艺术平台，从而真正成为当代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的昭示者和承载者。

一、只有强悍的本体艺术精神才能建构和推进普遍的民族艺术精神和人类艺术精神

人的意志的实现是人的最高追求和最本质的追求。对于人类来说，只有艺术这一最具存在意义

的生命表现形式，才能使人类的意志和其本质力量在人性极限和认知极限中得到最大限度和最深刻

的表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艺术是生命与存在的最终表现形式和最高表现形式。而艺术家

则是生命意志最大限度的实现者。从一个民族普遍的艺术现实可以感受到这个民族普遍精神状态和

生命质量，同时，还可以感受到这个民族普遍的自信程度。这从我国商代、汉代和唐代等等不同时

代的社会状态以及与之相应的艺术遗产的无数事实中均可得到有力的证明。所以说，艺术是民族精

神的明镜。

回顾河北省中国画发展历史会发现，不同时期的生命理念和存在理念往往决定着不同时期的艺

术精神和艺术选择。画家的意识形态与艺术精神是互为表里，互为依存，互为实现的。正是在这种

意义上，每位画家的本体艺术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他是民族艺术精神和人类艺术精神的基础

所在。只有当无数充满个性和活力的本体艺术精神大行其道时，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艺术理想才

有可能得以真正独特而有生命力地充分实现。没有独特的本体艺术精神就不可能有普遍的民族艺术

精神和人类艺术精神。中国画的历史和中国画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同样鲜明地诠释着

这个规律。本体艺术精神是通过鲜明的生命理念、存在理念和文化理念的支撑而实现的。没有这三

大理念的支撑，本体艺术精神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为了这三大理念和一个精神，河北当代中国画经

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20世纪 50年代至 60年代是河北省中国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河北中国画没

有自身鲜明理念并缺乏独特本体精神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当时的河北美术学院（今天津美术学

表现生命 关注文化 创造大美
———当代中国画审美理想及河北省当代中国画述评

汉 风

表现生命 关注文化 创造大美———当代中国画审美理想及河北省当代中国画述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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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代表那个时期河北中国画的最高水平。当时，河北美术学院的众多具有深厚传统功力的国画家

与河北本土的白寿章、田辛甫等众多画家虽然都在传统中国画的审美范畴内建立了自身的语言风

格，但由于时代的原因，其本体性和精神性却没达到应有的高度。韩羽自 20世纪 50年代开始从事

漫画创作，中国文化和中国画的诸多因素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对韩羽来说，当时，无论是其创

作意识，还是创作形式都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画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所以，其作品处处透着中

国画的内在神韵。这种外在的漫画形式和内在的中国画意识的有机结合令人耳目一新。遗憾的是，

韩羽当时虽然在中国漫画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却没有能够对当时的河北中国画产生根本的影响。

从而使河北的中国画错过了一次很好的发展机遇。

20世纪 60年代中期至 70年代是河北中国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时，由于天津市与河北省的

分治，使大批有才华的画家留在了天津。从而使河北中国画面临着严重的人才匮乏。正是在当时那

种特殊的困境中，河北中国画面临着一个重新凝聚人才，重新起步的现实。也正是这种现实，使河

北国画界对注入新的文化因素，广泛寻求借鉴和启示成为一种共同的渴望。当时，王怀骐、谢志

高、钟长生、江枫等青年国画家们相继来到河北。是他们把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广东美

术学院等中国著名美术院校的审美理念注入了河北本土美术之中，从而使河北中国画产生了新的生

机。在这批画家当中，王怀骐秉承了他老师蒋兆和先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由于这种创作手法正

好合于当时通过现实主义的审美标准来进行本体表达的时代需要和社会需要，从而代表那个时代河

北中国画的一个制高点并对大批青年画家产生了广泛而又重要的影响。这个阶段是河北中国画从没

有自身艺术理念的无助状态走向广泛使用和借助其他艺术理念来表现本体精神并发展自身的阶段。

这个阶段是一个积蕴的阶段，也是河北走出固有的沉闷和茫然的阶段。

自 20世纪 80年代之后是河北中国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河北中国画已经意识到本

体精神和文化理念之重要，并开始建构自身理念和本体精神的阶段。20世纪 80年代是中国美术最

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河北中国画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当时，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形式的

国画作品层出不穷，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同时影响着河北中国画的发展进程。正是在这种境遇

中，河北省的中国画本体艺术精神被得到大大地强化。而当时在河北工艺美术学校任教的韩羽将他

那独特的漫画艺术和中国画艺术进行融合与重构，并对其注入更多的精神和文化因素，从而呈现出

一种睿智、幽深而又淳朴、自在的画风。他的艺术标志着河北国画的本体精神在当时达到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高度，也因此他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伴随着“85美术新潮”对本体艺术精神的呼唤，赵贵德、梁占岩、刘进安、唐勇力、段秀苍、

季酉辰等一批河北国画家也都自觉地建立起自己的本体意识和自己独特的语言特质。他们或者从现

代主义的表现性入手，或者从西方构成主义的形式中吸取营养，或者从传统文人画的审美特质中寻

求新的切入点。总之，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对现实的表象关注逐渐转向对存在本质的追问；从对

一般社会理念的表现转向对主体精神的表现。这种表现使深藏于表象之后的人存在状态和生命本质

得到进一步的凸显。

当我们从本体精神的虚无进入到对本体精神的渴望和表现时，我们无疑跨越了一个重要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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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但建立什么样的生命理念、存在理念、文化理念，建立什么样的本体艺术精神则是一个更为重

要的门槛。如果说前一个门槛决定着一个国画家能否进入艺术之门的话，那么，后一个门槛则决定

着一个国画家能否进入真正的大匠之门。

中国画毕竟不只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它更主要的是画家生命、心灵剖白和宣泄，它是画家

对生命与存在的真实感悟，它是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意识的再生和传递。所以说，如果画家不

能够体悟中国画的这种实质，其本体精神就必然会被抽空为一种苍白的概念表现，从而流于形式而

不具有真实的文化意义和生命意义。如果画家只是孤立地强调本体精神，而缺乏对民族精神和人类

精神等大文化范畴的反省、体认和同构，他就必然会陷入狭隘的个人主义泥潭。我们只有认识到中

国画的这种艺术实质，才能够超越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写实与抽象、形式与情感的认知遮

蔽，从而进入艺术创作的自在状态，并实现具有真正生命力和文化感染力的艺术创造。我认为，任

何一个具有真正深刻的本体艺术精神的国画家，他都应该对民族艺术精神和人类艺术精神有一种一

元的体认和把握，他都应该从本体的心性和精神中体悟到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的共时颤动，也恰恰

是这种三位一体的颤动使本体艺术精神具有了文化的内在品质，从而成为一种没有认知界限的，生

命与存在的丰碑。

二、地域文化品质和民族文化品质是中国画立足于大文化的根本品质

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不同的存在之梦，这不

同梦的理想使其产生了不同的精神追求，这不同的精神追求也恰恰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地域

幸福感和存在感的真正基石。人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本体精神的自足和实现而活着，正是这种特征才

使人真正感受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精义。

任何一个人和一个民族都想固守自己的精神独立性，任何一个人和一个民族同时也都想将自身

独特的文化基因注入到其他民族的文化之中。任何一种文化都想消解其他的文化，从而使之成为自

己的附庸。这是人类存在一个永远的悖论，这同时也是人类存在深入骨髓的本性和天命。在一个开

放的社会环境和空前国际化的信息时代里，回避文化扩张和文化殖民主义的侵袭是不可能的。任何

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葆有自己精神的独立性，唯一的出路就是使自身的文化和精神世界更加强

大。在这个空前国际化的生存境遇中，作为一个地域和一个民族，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自身，有

条件地吸收或放弃一些东西是可以的，但唯一不可放弃的则是本地域、本民族存在的理念和文化精

神之本。作为一个地域或一个民族，在任何方面都可以表现出谦卑的品质，而唯独在存在理念和文

化精神上不可谦卑，因为精神的谦卑往往会断送自立于人类文化之林的根基和勇气，这绝不是危言

耸听。

这是一个话语膨胀，话语共享的时代，正是这种时代特征，反而使艺术的话语权变得更加难以

把握。要想真正把握话语权，就必须使话语具有绝对的独特性和穿透力。如果失去了这种独特性和

穿透力，话语也就同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中国画的话语权在于它那独特的民族文化品质和地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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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品质，以及对这种品质的传承和超越。如果中国画失去了这种深层面的民族文化传承和超越，也

就失去了与世界对话的独特资本和内在元气。

就文化而论，作为河北人无疑是值得骄傲的。因为自古至今在燕赵这片热土上曾产生过太多太

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同时，也诞生过太多太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和艺术珍品。

从黄帝逐鹿中原，到荆轲刺秦王的悲壮诀别；从项羽的“破釜沉舟”，到张角的“黄巾起义”；

从唐朝的“安史之乱”，到 20世纪 80年前的“卢沟桥事变”……这惊心动魄的每一次事件都在改

变着历史的进程，这惊心动魄的每一次事件也同时铸造着燕赵儿女的品质和血性。

燕赵古老而悲壮的历史使人们惊叹，而燕赵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和艺术同样令人惊叹。从中山

国的双翼神兽和龙凤方案，到响堂山那浑厚博大的石窟艺术；从建安文学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到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千古绝唱；从毗卢寺那张力十足的元明

壁画，到《红楼梦》那史诗般的鸿篇巨制……

这深厚博大的燕赵文化史书，每一页都令人震撼，每一页都光芒四射。但这么深厚的文化积淀

和这么独特的人文历史竟没有在近代为河北省催生出具有真正燕赵精神特质的一代国画大师。这不

能说不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回顾河北中国画的发展历史会发现，20世纪 50年代至 60年代，尽管在当时河北省的国画家们

包括今天津市的国画家们的努力下，对地域文化品质和民族文化品质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终因这种

认识未触及根本，而且没有建立起真正广泛的审美认同感，所以，最终没有形成具有真正影响力的

燕赵特征和地域文化品质。

一直到 20世纪 70年代至 80年代，北京的河北籍画家贾又福通过太行山而成功地表现出燕赵

文化特有的品质以及这种品质对民族精神的意义所在，并因此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之后，众多的河

北画家开始真正发现燕赵文化独特的大美特质，从而开始重新审视燕赵文化所蕴含着的巨大文化能

量和精神能量，重新呼唤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这块土地所赋予每个人独特的艺术之梦。李明久、

钟长生、于金才、白云乡、李桂泱以各自不同的理念广泛吸纳太行山那物化的形式之后，所蕴藏着

的美的品质和内在的精神启示力量的勃发，从而创造出各自不同的审美空间。梁占岩和刘进安则期

望通过太行山民那古朴而又醇厚的生存状态来敲击真正的生命认知之门。太行山民那顽强的生命力

和这种生命力所给予作者炽热的情感震撼和境域震撼，使他们的作品体现出独特的精神力量。从他

们的作品中既可以感受到跨时空的文化体验，又可以感受到对地域文化永恒的民族精神之源不尽的

敬意和渴望。

赵贵德从 20世纪 80年代初就一直在思考燕赵审美品质应如何与当代中国画发生关系这个十分

重要的命题。由于他从存在的意义上真正意识到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本质所在，从而使他超越了

地域文化品质和民族文化品质的表面形态阐释，而直入燕赵精神和大文化的内在实质。他正是从燕

赵文化颇具特色的自然文化、历史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激发点，用他那独特而又震撼人心的作

品，将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带回到大漠古道，带回到汉唐风范，带回到燕赵文化和燕赵精神的根基性

和博大悲壮的文化境遇之中。在这里，崇高的精神性与博大的地域文化品质是那样天然地浑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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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从而创造出一个既具有典型的燕赵精神特质，又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生命激情的艺术世界。

地域文化特质和民族文化特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就艺术，也可以消解艺术。当从存在

的意义上理解地域文化特质和民族文化特质时，它会给你勇气、给你力量。当从一种表面的现象来

理解地域文化特质和民族文化特质时，它会吞噬你的创造力、消解你的创造力。地域文化特质和民

族文化特质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只从外在形式上寻找地域特征和民族特

征将永远不可能获得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之精义。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不应是一个封闭的存在，而

应是一个开放的存在；不应是一个僵死的存在，而应是一个不断再生的存在。因为地域文化和民族

文化正是在与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较量和借鉴中壮大自身、升华自身的。

三、大美、壮美是这个时代最迫切需要的审美精神

就整个人类而言，这是一个麻木、狭隘、自私、冷漠的时代，这同时也是一个缺少自信的时

代，这种时代特征使整个人类处于普遍的无助和焦虑之中，在这个时代里，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

潮风行世界，它也因此更加强化人类的生存痛感。

如何使人类走出后现代主义的泥潭，如何使人类建立起更加积极、更加健康、更加合于人性和

人的存在本质的生存法则和审美理想，无疑成为每一位有思想、有作为的当代人和当代国画家必须

面对的课题之一。

当艺术从表现客观世界进而表现人的本体精神世界时，这是艺术的一种超越，当艺术从单纯表

现本体精神，转向表现本体精神意识下的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时，这是艺术的又一种超越，第一种

超越体现着对自我的关注，第二种超越体现着对存在的关注。

作为国画家，每一个人都在对当下人类的生存境遇进行着不同的审美判断和审美选择，都在以

不同的形式语言表述着自己对生命与存在的独特体验和洞察。这种体验与洞察的深浅不但决定着一

个国画家生存理念的深浅，同时决定着一个国画家艺术品质的深浅。中国画经过老庄哲学的天道意

识、儒学的内圣外王、魏晋玄学的本末、有无之形而上追问和佛教禅宗的问心自明等等带有终极指

向的中国哲学体系的滋养从而在其本质上始终表现出一种内在的人文关怀和生命关怀。但是就中国

画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画对中国哲学中形而下的生命关怀表现有余，但对形而上的天道意识

却表现不足。这使中国画一直未能达到它应有的博大、玄远和神秘的境界。只是到了当代，才从少

数画家的作品中看到中国哲学天道意识的真正表现。但由于这种表现仍属凤毛麟角，所以不免使人

为之慨叹。

如何使中国画超越一般的表象阐释，从而更广泛、更普遍地进入到中国哲学天道观那种既朴素

单纯又宏大深邃的宇宙意识和存在意识之中，从而使一种内在的大美和壮美成为这个时代中国画的

主音符，这无疑成为当代中国画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目标。同时，在目前这个缺少崇高、缺少悲

悯、缺少内在自信的人类社会里，重铸大美、壮美的审美理想同样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

表现生命 关注文化 创造大美———当代中国画审美理想及河北省当代中国画述评 7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河北省文艺评论奖获奖作品集

所谓大美，那就是神秘莫测的天道之美、深厚博大的文化蕴涵之美，悲悯宽容的生命和存在之

美，以及民族血性和本体精神所透出的气韵之美。它超越了古今之争、价值之争和东西之争，从而

进入一种对生命与存在的最本质、最终极的体验和表现。

所谓壮美，就是至刚至大的崇高之美，恢宏博大的宇宙自然之美，对人类悲剧命运的深刻体悟

和自觉担当所表现出的悲壮之美。

要想使中国画进入一种大美和壮美的境界，必须主客合一、理气合一。因为任何二元的审美观

大都只能是一种表层的观照，而不可能切入艺术创造的真正实质。人乃造化之子，人同时也是造化

的发现者和创造者，人正是在造化的际遇中确立了自身。知此理者自然处处皆可显我心性，显我神

灵。我之心性亦可寓自然之巨、造化之博。只有深明个中三昧，才能真正进入大美和壮美的境界。

要想进入大美和壮美的审美境界，必须具有真气、元气和浩然之气。作为一名国画家，使生命

与造化之天道相契，真气、元气和浩然之气是最宝贵的气机。这三种气机实际上是人生气机之本，

它是产生大美和壮美的原动力和决定性条件。为了使这种气机落到实处，使作品呈现一种内在的大

美壮美境界，画家就必须于生命之本原处求化机，于自然之定止处求无止之境，于天道之虚无处求

大实大美。只有这样，才会有大生命与大灵魂的自在萌动，才会创造出使人不得不仰而视之的大美

和大境界。

要想使中国画进入大美和壮美的境界，还必须有重、拙、大的笔墨语言。笔墨语言应该是画家

生生不息的、新的生命意识和精神世界的即时显现。笔墨语言应该包含着画家全部的生命体验和天

道体验，这是笔墨语言更具终极意义的品质。没有重、拙、大的笔墨语言同样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大

美和壮美。

从燕赵文化独特的品质来看，河北的中国画应该说具有孕育大美、壮美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基

础。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在 20世纪 80年代之前，由于河北国画家的本体意识一直未能真正地建立

起来，同时，又缺乏对生命与存在的深刻体认和对燕赵文化内涵具有真正穿透力的把握，所以一直

未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大美和壮美。

使大美和壮美成为河北中国画的一种自觉追求，是从 20世纪 80年代赵贵德那豪迈、自信和赋

予强烈精神冲击力的艺术探索开始的。赵贵德从燕赵独特的文化中汲收了丰富的营养，从而形成了

他那沉雄豪迈的艺术语言，他的作品既有“大风起兮云飞场”“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激昂和豪迈，

更有一种存在意义上的悲壮和苍凉。在赵贵德看来，只有这种精神力量才可以使自己得到足够的精

神钙质，从而找到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自信和文化支撑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大美、壮美的追求

就成为赵贵德心目中一种不可动摇的神圣使命。

在这个时期，刘进安、问雨、曹宝泉等画家也都从不同的机缘中获得了大美、壮美的表现灵

感。刘进安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悲剧情结。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无时不在感受着苦难阴影笼罩下的

孤独，而他笔下的一个个生灵正是在这种无助与孤独中顽强地走向生命的彼岸，走向无尽的轮回。

曹宝泉的艺术语言一直处在探索着和变动中，而曹宝泉始终不变的则是对当下生命状态的淋漓表

现。如果说刘进安的艺术品质体现着一种悲剧意识的话，那么曹宝泉的艺术品质则更多地体现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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