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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卓   民（东京艺术大学讲师）

我接受“丝路·岩语 ---- 中国岩彩绘画文献展”策展人胡明哲委托，整理中国岩彩绘画

二十余年的文献资料。这本书将与《丝路·岩语 ---- 中国岩彩绘画作品集》合为一册，记录

中国岩彩绘画的一段历史。

为什么由我来担任这个工作呢 ？原因之一是 2010 年，我参加了一个由日本东京艺术大学

日本画研究室教授和美术史教授组成的一个调查团队，历时三年，调查题目是：《中国出现的

岩彩绘画与战后日本画的表现技法》。① 调查内容基本涵盖了二十几年来中国岩彩绘画的发生

及发展过程，我也为之搜集资料，撰写论文。日本的同行们如此敏感地看待“中国岩彩绘画的

出现”，令我深思。原因之二是，我本人也是中国岩彩绘画的亲历者、参与者。2001 年 8 月“中

国首届岩彩画展”评审和布展期间，岩彩绘画同道们坐在中国美术馆走廊上吃盒饭的情景还历

历在目。由我来编纂，会对那些十几、二十年前发生的事，多少保留一些当年的味道。

一、中国当代岩彩绘画的历史回顾

（一）赴日美术留学生的两个发现

岩彩绘画在中国的出现，离不开日本画的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中日建交，中日文化

艺术间的交流日渐频繁。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日本画在中国展出、日本画家来中

国办展讲学，让中国美术界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东方绘画 ---- 日本画，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画，以其独特的东方绚彩，为世瞻目。历史上一直受中国文化艺术影响的日本绘画，

在近现代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为中国画界始料不及、匪夷所思。时任总书记胡耀邦与日本首

相中曾根康弘签订的“十万留学生计划”，大批公助、私费留学生进入日本，美术留学生也是

其中为数不少的一支，中日间的美术交往，似乎又在重复 20 世纪初的那一幕。

学习日本画首先碰到的是昂贵的日本画颜料“岩绘具”，天然矿石群青（石青）30 克相当

于 80 年代中期中国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日本画的制作材料全部是这种天然矿石或人工合

成的釉彩绘制而成。在这种极不对称的经济条件下，留学生们以他们的勤俭、努力，取得了很

好的学习成果，感动了不少日本老师。他们对日本画所呈现的天然岩彩之材质魅力，似乎是遗

传基因被唤起的那种兴奋，欣然接受，但又对日本画如何完成这一近、现代转型不得其解。于

是，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在学习日本画的同时，开始寻找、研究近、现代日本画的由来、渊源，

进而发现，日本画这种以岩彩厚涂的画法，渊源于中国隋唐佛教的传入，与佛教石窟壁画有关。

这一发现推动了两个方面的研究：

一是日本古代绘画史的研究。以岩彩为主、厚涂的唐代绘画（色面造形、石色叠加、制作性强，

日本称“唐绘”）传入日本，之后衍生为日本的大和绘、狩野派、琳派等，其中大和绘、狩野

派一直保持着唐代传入的石色厚涂贴箔的制作方法并传至近代。而中国则没有“唐绘”一脉的



传续。现代日本画胚胎于唐绘。 

二是近代日本绘画的转型（1940 ~ 1990），不是 20 世纪 20 ~ 40 年代京都竹内栖凤所

属园山四条派的写生与笔墨结合这一路，而是“再兴大和绘”的结果，即复兴“唐绘”的矿物

色直接厚涂的制作方法，同时也结合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平面造形等因素，其本体仍为东方唐绘

之传续。而唐绘的根源在敦煌。

留学生们看到，平山郁夫先生主导的东京艺术大学的日本画教学，自 1984 年开始，敦煌

壁画摹写是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看到日本画使用的材料、研磨工具、涂绘方法等，更近乎石

窟壁画的制作而非纸绢绘画的勾描晕染。于是，他们发现了东方古典绘画传统中的另一个脉

络 ---- 南北朝、隋唐时期，直接用岩彩涂绘、以岩彩材质形态语言为主的中国绘画，或称为色

彩的中国绘画。它是一个纸绢绘画之前完成的，独立自成体系的东方绘画语言体系。这些更引

发了对已有中国美术史的思考：

1. 用纸绢绘画的语言形态去诠释壁画是一种本末倒置。（岩彩在前、纸绢在后）

2. 敦煌壁画具有原创性，与汉画像砖石的造形、中国本土文脉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佛教

传入与佛教绘画传入并不是一码事，很多佛教石窟壁画是否是本地区原创的艺术样式？（印度

没有现成的范本传入）

3. 纸绢绘画的样式发展与成熟，受惠于岩彩壁画发达的艺术表现。工笔画与工笔重彩画与

岩彩壁画分属两个不同的艺术体系。（岩彩重叠与三矾九染）

4.中国绘画要恢复、复兴这一古老的岩彩绘画传统，它的颜料来源如何解决。（昂贵的岩绘具）

5. 岩彩绘画烦冗的制作与水墨画写意的挥洒完全不同；习惯于水墨的墨韵水染、滋润透盈

的中国画家如何理解浓彩厚涂、绚丽多彩的岩彩绘画（中国没有了“唐绘”的制作传承，教学

体系如何设计）？等等。

（二）“岩彩画”之正名

赴日美术留学生最早带回国内的是日本画材料及制作技术。按照日本画岩绘具的制作方法，

把不同粗细颗粒分得更细，自行采集矿物，研磨制造，用一部分釉彩代替自然界没有的色彩，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金碧斋画材（王定理先生创办主持），蒋采萍老师主持的丹青画材研究所，

留日归国的王雄飞主持的天雅中国重彩（岩彩）画研究所，就是这一时期应时而生的产物。这

些国产岩彩 ② 的生产制造，改变了矿物色品种少的局面，为岩彩绘画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

从 1996 年 10 月日本筑波大学日本画专业硕士毕业的熊文韵率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

“熊文韵展”，到 1999 年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师、留日归国的胡明哲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

馆的个展，再到 2001 年 8 月北京中国美术馆全国规模的“首届中国岩彩画展”，短短几年时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岩彩绘画在中国美术界迅速地传播、蔓延，甚至影响到一般中国画公募展评奖体制的价值评判

标准。2003 年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大展的大奖（金奖、铜奖），落户于用金箔银箔“制造”的

严好好的作品《生旦净丑》和岩彩画家胡明哲的作品《寻梦》（尽管严好好并不认可自己的作

品称之为岩彩画），终于引发出中国传统画界对中国评审价值观念及规范的不安和质疑，《中

国书画报》围绕这一评奖展开了历时半年的大讨论。一时间，“中国画还是日本画”的声音压

倒了其他，其背后折射出一种狭隘的美术史观和对上古中国美术史的无知和偏见。在这种大背

景下，2004 年 10 月，卓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的“卓民岩彩·水墨画展”，开了先河。我们可

以从卓民画展研讨会主持人王镛先生的开场白中，嗅到这种气味。同年 2 月，留日归国在广州

美术学院执教的陈文光，在广东美术馆举办“陈文光岩彩画展”，引起了广东美术界的普遍关

注（斩获金奖的严好好是他的学生），他独特的岩彩材质表现，在留学期间，就在日本画界获

得了极高的评价。

2007 年初，在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席高占祥的支持下，“文促会”成立了岩彩艺术研

究中心，这无疑是对岩彩画身份的一种“正名”。之后，在“文促会”的支持下，旅日岩彩画

家卓民和朝鸿发起的“大漠寻源 ---- 中日岩彩艺术家采风行”活动顺利进行，发出了岩彩绘

画根源于汉唐、根源于敦煌的声音；2007 年 8 月，敦煌举办的“敦煌壁画艺术继承与创新国

际学术研讨会”“敦煌壁画艺术继承与创新美术作品展”，致力于敦煌壁画艺术研究的日本著

名画家平山郁夫也出席发言，他毫不掩饰地称赞敦煌艺术是日本画的根本和来源，使中国的岩

彩绘画再度得以“正名”。

中国一直把宋、元时期以来的纸绢绘画奉为中国绘画的正脉，在中国正统的美术教育中，

没有石窟壁画那些工匠、画匠的地位，而早期石窟壁画成熟的造形样式与色彩表现，常常以印度、

中亚传入而具有的杂交文化特征而不为“国粹派”们看好。所以，中国岩彩绘画最早的普及教

学大都是功亏一篑，虽然全国各地的艺术院校都出现类似高研班性质的研修班，但学习时间短，

学员情况复杂，大部分学员都以为岩彩绘画的学习只是材料适应问题（在工笔重彩画基本框架

内使用好矿物颜料），完全没有意识到岩彩绘画与纸绢绘画本不是同一种语言形态。这些认识

上的差别最典型地反映在中日摹写敦煌壁画所产生的完全不同的视觉效果上：前者是用纸绢技

法在模仿壁画。

与岩彩绘画的教学困境相反，岩彩绘画的一些材料更新、开发，开始影响到工笔画，岩彩

绘画的一些造形、色彩、色面构成、空间表现手法也被挪用于工笔重彩。岩彩材料的多样丰富，

让定型化了的工笔画获得了不少制作上的手法创新，画面制作中微妙的厚薄变化等，推动了工

笔重彩画的更新变貌而声名鹊起。这也可以看作是岩彩绘画普及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于是，在中国岩彩绘画的普及中，就发生了一些复杂的情况：一种是有限度地汲取日本画

的材料并保持纸绢工笔重彩画的基本特征，如勾线、渲染，其绘画的造形结构是线描，色彩是

符合物，总体特征仍然是工笔重彩画。这是一种将岩彩材质寄生于纸绢绘画样式中的妥协方法；

另一种是直接用日本画材料（岩彩材料）进行制作，包括国产矿物色、高温釉色的使用，其表

现语言样式直接挪用现成的日本画某些范本做参考，故而作品中呈现不少日本趣味；由此发生

的各种介于日本画和中国工笔画、工笔重彩画之间的多种绘画样式的纷呈，引出很多混乱，



导致了岩彩绘画自身形象的模糊，也自然引发了“中国人为什么要画日本画”的疑虑和争论。

此时，一部分艺术家开始有了“中国岩彩绘画”的自觉意识，其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胡明

哲旗帜鲜明提出的“以材质表述为艺术特征的当代岩彩画艺术 ---- 中国的岩彩绘画”，赢得

了众多岩彩艺术家的响应。在岩彩绘画与工笔画、工笔重彩画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线。中

国的岩彩绘画仅仅局限为大众性普及水平？还是培育学术精英，纳入高等教育，推动本土绘画

当代转型，成为真正传统文化复兴之事业？各个不同团体及主持人的思想是不同的。出于对中

国的岩彩绘画的长远思考，胡明哲辞去了中华文化促进会岩彩艺术中心主任的职务。

2007 年初，《东方岩彩》杂志在胡明哲、牛克诚的主持下创刊，开始了岩彩画理论及教

学的学术探求。在《东方岩彩》杂志仅有的两年四期刊物中，胡明哲带着她的研究生访问了北

京著名院校的专家、教授、学者。从地质学专家、到美术理论界的权威，再到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甚至日本的著名艺术家、评论家。四期杂志集聚了理论界、批评界的权威论述，开阔了视野，

解放了思想。这些，为以后中国岩彩绘画的理论构建和教学课程构建，从不同的思考方向和学

术层面，奠定了基础。

（三）以岩彩材质为中国当代岩彩绘画复兴之根本

由著名理论家牛克诚撰写的策划案，得到了岩彩画家们的响应，并于 2008 年 3 月在北京

世纪坛美术馆举办了“晤对材质 ----  中国岩彩绘画邀请展”，该画展突出了中国的岩彩绘画，

不是工笔重彩画的模棱两可，不是日本岩彩画的照搬因袭，中国的岩彩绘画必须是在中国本土

中落下根须、深扎土中，滋生、成长，反映当代中国人的情怀和思想的当代艺术。“晤对材

质 ---- 中国岩彩绘画邀请展”明确了中国岩彩绘画的方向，由此，岩彩材质与当代艺术的互动，

成为艺术家们创作的切入点。2008 年 7 月北京 798 锦都艺术中心“自由·自在 ---- 绘画语

境中的材质表达”，2009 年“重返现代”杭州浙江美术馆的中国抽象艺术展，就是把岩彩绘

画放在当代艺术前沿的考验。在油彩、水墨、综合、丙烯等各种不同媒介的表现中，岩彩能否

更生、独立，能否突显自身的材质特征而与众不同、自成面目而备受注目。同时，也是岩彩材

质独立审美价值进入当代艺术思维的尝试。岩彩艺术家明确选择与本土文化紧密相关的材质作

为语言要素，这反映出东方的当代性 ---- 追求文化的“根源性”和艺术的“在场性”。

2009 年 6 月厦门市美术馆“海峡两岸岩彩·胶彩绘画巡回展---- 厦门展”，及之前 2006 年，

“岩彩·重彩·胶彩 ---- 两岸现代绘画的另一个向度”的两岸交流展，是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张小鹭教授与台湾东海大学两岸岩彩绘画及教学的交流互动。台湾的胶彩与大陆的岩彩都是受

日本画的影响，但受影响的时间与场合不一样。

2009 年 11 月，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师苗彤、敦煌研究院美研所所长侯黎明与京都市立

艺术大学岩彩画研究实行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东方岩彩画展”，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莫干山画

廊举行。校长潮江宏三先生在“东方岩彩画展”寄语中，把岩彩绘画看为一个东方的传统绘画技法，

并指出在日本近代化的历史潮流中，把这一技法的绘画称为“日本画”，“这是一个多少带有

一定国粹主义色彩的名称”。在阐述岩彩作为“矿物颜料的魅力”时，他又指出：“不是为了

方便由工厂生产出来的，而是直接来自我们生存的世界，是我们脚下大地的赐物。”“以共同



的东方世界观、自然观为基础的岩彩画为媒介，我们将有望建立超越国境的新文化圈：古老而

又崭新的东方文化圈”③ ，表明了对当代中日美术交流互动互补，共同繁荣的期待和心愿。

（四）东方色彩·中国意象 ----  中国岩彩画的学术理想

2010 年 9 月“东方色彩·中国意象 ---- 中国岩彩画的学术理想展”及研讨会，是由广州

美术学院和敦煌研究院共同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作为学术支持单位积极参与的大型学术活动。

该活动特邀学术主持、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在开幕致辞中说：“以岩彩画的艺术表现为线索，

联系敦煌壁画，追溯中国文化艺术的本土根源，展开互动研究，是试图寻找中国当代艺术的评

价体系和文化立场的开始，也是对当代的中国绘画艺术的新的构建。”（引自《中国艺术》，

2010 年，第四期，第 166 页）“东方色彩·中国意象”画展分三个展区：

1. 五彩清音 ----  中国岩彩画邀请展，胡伟、胡明哲、陈文光、侯黎明、杨劲松作品展示。

2. 敦煌循迹 ----  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壁画临摹创作人员摹写作品展示。

3. 河汉星辉 ---- 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壁

画临摹创作员创作的现代岩彩画作品展示。

主办方把岩彩绘画展和敦煌壁画展并置，其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性的比较研究方式。这是历

年来中国美术界、美术学院高端对中国岩彩绘画诞生后伴随出现的诸多问题的一次清理；同展

研讨会参考议题中，包括了中国岩彩绘画学术位置及学术体系是否已经形成；岩彩绘画的学科

建设与体系如何建设；岩彩绘画是否可看成是一个新画种；“岩彩画”其材料、技法和审美观

念是否属于艺术表现问题，或看作一个开放系统，属于综合材料；岩彩绘画是否可以视为当代

中国画发展中某些困境提供解围；引进日本的“岩彩”由此产生的困惑与问题；敦煌壁画对当

下中国绘画（包括传统中国画）究竟有什么样的具体意义、可能及作用等等。④

在开幕会上，北大哲学系教授彭锋做了题为《从岩彩看东方精神》的讲演，研讨会上理论

家张晓凌发表了题为《岩彩：文化属性与当代意识》的专论，对当下的中国岩彩绘画，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研讨会中，胡明哲发表的《澄怀观道 ---- 反思中国岩彩绘画之历程》中，回

顾了中国岩彩绘画二十几年的艰辛历程及当下困境，指出：岩彩绘画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却遭

传统绘画排斥；介入当代，亦被当代艺术质疑；绝大部分的教学与创作处于业余状态等。反映

出岩彩绘画一直没有纳入学院体制，处于专业领域之外难以发展的实际情况。广州美术学院美

术馆的岩彩画展提出的这些问题，其实已是老生常谈，光凭一个画展、一场研讨会，而没有之

后的政府支持和学院运作，很难有实际结果。

之后，胡明哲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大型画展“微尘 ---- 胡明哲作品展”，从地面到天顶

的壁画式的作品展示，装置与岩彩共有的表现，光与色的交汇与溶合呈象方式，及岩彩绘画十

几年发展文献资料陈列，方方面面诉说着中国岩彩绘画的本土性质和当代拓展的可能。就个人

画展来说，2011 年 5 月胡明哲的“微尘”展，无疑是前后十年中最重要展览。画展的展示方

式表明，媒介虽是传统岩彩材质，述说的却是当代的思想观念、运用的也是当代的艺术手法。

充分地展示了岩彩材质向当代拓展的可能性、应变性。研讨会上的很多专家的发言很有启发，如 ,

余丁教授所说的“‘从一个创作媒介出发形成一种艺术观念’，这种跟西方现代主义不一样的



方式，也许就是我们所谓的东方方式。”牛克诚老师也指出：“当代岩彩是回归到视觉语言元

素本身，探索一种美的结构关系，进行一种具有当代情怀的艺术语言的建设性实验。原来是要

把对象画得深入，现在是转到语言本体的深入。这些都为中国岩彩绘画的独特性提供了学科性

的本体思考。冯远先生在画展现场针对岩彩材质指出：“中国绘画的任何一场变革都是跟材料

相关的，只要材料发生变革，艺术的语言和审美价值就一定会重新构造，一定会重新形成一种

新的和谐 ----  即新的表现方式。”这是历年来研讨会最深入、最深刻的一次。

（五）必须构建中国岩彩绘画的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

正如张晓凌先生在广州美术学院研讨会的发言中所说 ：“在经过一百余年的革命、破坏、

颠覆、批判、解构以后，中国当代美术已走到一个新的历史拐点上，它将进入一个主体建构期，”⑤ 

针对岩彩绘画过去十几年的反省、批判，身份论证，材料借鉴等，更需要的是对中国岩彩绘画

学科本体的建构与课程体系的建构，用深层次的建构，来消解那些喋喋不休处于表层的论争。

这一切，关乎着中国岩彩绘画未来的命运。

2013 年 3 月，中央美术学院 2011 协同创新办公室主任岳洁琼找胡明哲谈话，约请胡明

哲书写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进行当代复兴的具体方案。2013 年 5 月，《岩彩绘画专业建设

协同创新初步设想》诞生。⑥  作为先期的教学实验，由中央美术学院“2011 国家视觉艺术发

展战略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造型艺术研究所”承办的“中国岩彩画创作高级研究班”

正式备案招生，2014 年 9 月，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潘公凯院长为胡明哲颁发了

学术主持人聘书，为陈文光、卓民、朱进、张新武颁发了主讲教授聘书，此项活动受到全国

美术教育界的关注。2015 年 1 月，岩彩绘画文化考察课程 ---- “印度艺术考察”实施，4

月，举办了“东方岩彩 梵境巡礼”展。2014 年 9 月 ~ 2015 年 10 月岩彩绘画十门课程实施，

2015 年 11 月举办了“本土·萌芽 ---- 中国岩彩绘画实验教学课程汇报展览”，这是中国岩

彩绘画教学体系第一次完整的呈现。时隔一年，2016 年 11 月，中国岩彩绘画创作高研班的毕

业创作展览在炎黄艺术馆举办，主题为“丝路·岩语 ---- 中国岩彩绘画文献展”。它既是高

研班的教学展和创作展，更是中国岩彩绘画二十几年历程的总结。展览充分表明中国的岩彩绘

画，从它命名诞生到逐步走向成熟，所经历的各种外部的质疑与内部的纠结都已成为过去。今天，

中国的岩彩绘画已经构建了自己的学科本体、课程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绘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

当代绘画艺术样式。

二、中国岩彩绘画记事、文献编年的构成说明

中国岩彩绘画二十年发展历程文献资料汇编（1996 ~ 2016）。它的年限起于 1996 年的

原因是二十年前，留学日本筑波大学研究生熊文韵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中央美术学院

胡明哲应邀为画展写了《以岩彩为契机》一文，文章被张贴于展览大厅，该文之后又在《美术

观察》杂志 1997 年 3 月刊上发表，这是在中国专业的美术类杂志上第一次出现“岩彩”这一

绘画专用概念词，中国岩彩绘画文献资料汇编，以此为开始。



为了便于梳理归类，也便于读者查找，本书分以下几个目次，分卷著录：

第一卷    中国当代岩彩绘画编年史（1996 ～ 2016）

中国当代岩彩绘画编年史就是一本按年、月、日、顺序编辑的事件簿、流水账。

当代中国岩彩绘画编年史的资料收集，开始于 1996 年，截至 2016 年年底（与 2016 年

底有关联的连接到 2017 年初），主要编入有关岩彩绘画的画展记事（团体、个人、时间、地点、

主办单位）；研讨活动（参加者及主要论题）；著书及画册出版（画集、专著、技法书、作者等）；

报纸新闻杂志介绍及专论；岩彩绘画艺术交流活动（海峡两岸、中日韩）等等。编年史涉及内

容庞杂繁多、编辑不分主次，以纵向时间顺序，连贯岩彩绘画 21 年发展历程之概要。是岩彩、

是重彩、还是胶彩；是工笔重彩，还是综合材料绘画？难以界定区分是编辑的难题。本书以原

作者在画展中的自我标注名称为准绳来选择。若有冒渎之处，望能包涵。岩彩绘画与当代艺术

这种跨画种、画域，边界模糊的状态，也许正是 21 世纪中国画坛现状的反映。

第二卷    中国当代岩彩绘画重要展览资料汇编

当代中国岩彩绘画的历史，离不开岩彩绘画作品的展示及社会对它的反映。“岩彩绘画”

作为改革开放以后最先在美术界引发的亮点，在解放思想的大潮流中迅速地得以发展，全国各

地冠以岩彩绘画的画展很多，虽然其中有些尚难确定其作为岩彩绘画的纯正性，但“岩彩绘画”

一时间成为美术界的“时尚”意味也不可否定。中国岩彩绘画重要展览活动及研讨会文献资料

汇编，主要对二十几年中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一些重要展览活动及研讨会做重点介绍，让读者

更多、更详细地了解展览背景及美术理论界、批评界对画展和岩彩绘画的种种评价与批评。限

于本书中已知已有资料来源有限，这里着重介绍几个画展：

1996 年 10 月   “熊文韵展”中国美术馆    北京

1999 年 10 月   “胡明哲画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北京

2001 年 8 月     “首届中国岩彩画展”中国美术馆    北京

2004 年 2 月     “陈文光岩彩画展”广东美术馆    广州

2004 年 10 月   “卓民岩彩·水墨画展”中国美术馆    北京

2008 年 3 月     “晤对材质 ----  中国岩彩绘画邀请展”中华世纪坛美术馆    北京

2009 年 11 月   “东方岩彩画展”上海大学美术画廊    上海

2010 年 9 月     “东方色彩·中国意象 ----  中国岩彩画的学术理想展”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广州 

2011 年 5 月     “微尘 ----  胡明哲作品展”中国美术馆    北京

（注 ：2015 年 5 月，“东方岩彩    梵境巡礼 ----  印度考察展”，2015 年 11 月“本土·萌

芽”中国岩彩画实验教学课程汇报展览，2016 年 11 月《丝路·岩语 ----  中国岩彩绘画文献

展》，编入第三卷《中国岩彩绘画专业体系建构实践档案》中，编者著。）



第三卷     中国岩彩绘画专业体系建构实践档案

目前，已知用“岩彩”或“岩彩与综合材料”命名开设专业教学的艺术院校（本科或研究生）

的有：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厦门大学美术学院。从各校的课程

设计情况看，大致分为传统岩彩壁画的摹写课程和现代岩彩材质应用创作两大部分。由于几个

学校的课程设计不一致，施教后反馈信息资源也错综无序。因而，在此不做叙述。

中央美术学院胡明哲教授于 2002 年开始构想中国岩彩绘画教学体系（形态繁衍和色彩配

置课程为此时创建），之后，又在各地的岩彩绘画教学实践中不断得到实践验证、深化补充而

渐成体系。系统地应用并获得实质性教学成果的是，2014 ~ 2016 年中央美术学院岩彩绘画创

作高研班的教学。高研班两年半的教学实践和创作研究，留下了大量的教学档案和学生作品，

以及文化考察和社会实践影像。充分证明胡明哲教授所构建的中国岩彩绘画教学体系，具有博

大宽阔的东方文脉、严密谨慎的逻辑思维、循序渐进的教学结构以及源于本土面向世界的当代

胸怀。本卷的中国岩彩绘画专业体系建构实践档案，自 2016 年 9 月始至 2017 年 2 月终。因为，

岩彩绘画专业体系建构是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胡明哲构思设计并组织实施的，所以第三卷由胡

明哲执笔。

第四卷     中国岩彩绘画文献资料汇编

第四卷是本书的重头戏。当代中国岩彩绘画从 20 世纪 90 年代诞生至今，才走过二十几个

年头，岩彩绘画的理论建树，已洋洋可观。一方面是溯源传统，包括古代经典岩彩壁画的考证，

制作材料技法的复原研究，岩彩材质的采集研磨制作，岩彩壁画造形、色彩、空间等绘画基本

要素的研究，使用材料工具的研究，中亚、南亚、东亚的古代遗迹及文化考察等等；另一方面

是拓展当代，即岩彩，作为“自然物质”和“绘画媒介”双重身份，在当代艺术中扮演的角色；

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观念影响下的捉襟见肘，本土资源“岩彩”再度登场的天时地利 ；如何“晤对”

岩彩，如何“迁想妙得”，如何“材质传情”，如何“回归本土”等等。岩彩绘画的当下课题，

正激发出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面对着几百年笔墨纸砚的程式化因袭。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这二十几年中，一大批学者、教授、理论家、批评家，热情、热心地关心、

呵护着中国画坛中出现的新生儿，并以专论、著述、书信、题词、访谈录、研讨会发言等形式

阐明学术观点，对岩彩绘画的历史渊源、语言形态、艺术特征进行归纳总结，推进着岩彩绘画

的理论思考与研究；美术界的专家领导，也多次撰文或讲话，为岩彩绘画的复兴和当代拓展摇

旗呐喊；部分岩彩画家们也积极地参与理论建设和教程设计，在岩彩创作时，注意收集岩彩材

质演绎的范本及资料。本书第四卷：中国岩彩绘画文献资料汇编中，收集了从岩彩概念提出、

岩彩绘画学科理念到岩彩绘画教学课程构建的整个过程中的重要文献，是二十几年中积累的、

值得让大家一读的宝贵文献。它们中间有很多新的观点和见解，某些领域是中国绘画理论从零

到一的突破，有些论述颠覆了一些固有的传统观念，把已有的中国绘画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

引向一个更大、更具包容性、更活跃、更充满生命力的大中国画范围。它启迪我们：21 世纪的

中国绘画将以大唐的八面来风、容纳四海的强国气度，再建文化艺术的多元风范。

我相信，细细地品读这二十几年风风火火、浸染着那时、那事真实感受的文字背后，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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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呼之欲出汉唐文化的巨大身影；我相信，会有更多从事美术史及美术理论研究年青的一代，

更会关注岩彩并直追秦汉。

（注：文献按发表先后的年月顺序编排，各文章之间没有前后关系。部分访谈录、研讨会

录音记录整理的内容未经作者本人审核校对，请读者阅读注意，引用时标明。编者）

三、中国岩彩绘画的展望

中国岩彩绘画发展的展望是乐观的，原因有三。

其一，它拥有几个跨越数百年乃至千年的一流岩彩壁画博物馆 ---- 敦煌莫高窟、龟兹千

佛洞、麦积山石窟，它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可供研究的“岩彩资源矿藏”远没有被开发。

其二，它有近邻日本的近、现代日本画岩彩材质转型的经验及教训可鉴。近、现代日本画

的转型并非全部是正面的成果与收获，也有负面的失落和缺陷。

其三，中华民族历来尊重自身的文化传统、文脉传承的连绵有续。我们有责任梳理岩彩壁

画这一脉的历史传承，也有责任让它在当代光大发扬。21 世纪的中国正在推动的“一带一路”

国策，是复兴汉唐文化、再建岩彩绘画的最好时机。

也正是这三个原因告诉我们敦煌美术学建立的必要性；近现代日本画转型研究的必要性；

中国美术史的重新认识整合的重要性。乐观的展望并不能掩盖岩彩绘画亟待解决的很多课题，

例如：

1. 政府主导的必要性：失落久远，基础薄弱。很多研究考察没有直接的商业意义，所以需

要政府的支持、扶植。中国的岩彩绘画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建树，需要国家的、学院的具体支持，

培育可持续的、连贯性的研究团队，这是中国岩彩绘画廓清宇宙、健康发展的前提。

2. 社会各界支持配合的必要性：岩彩绘画学科研究范围包括材料研究（纸 ---- 支撑体、

岩彩---- 媒介、胶---- 黏合剂），岩彩绘画语言形态研究（古代岩彩壁画、当代语言表达样态），

需要社会各界的配合参与。例如敦煌 285 窟中日联合考察，从 2010 年至 2014 年花费五年时间，

用各种科学摄像手段对整个洞窟进行全面彻底地调查，使我们对千年之前的绘画有一个全面地

了解。不了解传统，谈何超越传统 ！

3. 岩彩绘画学科专业建设必要性。这是复兴岩彩绘画最根本的举措，因为只有在正规艺术

院校中，在本科四年或研究生三年的学习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岩彩教程的实施才能得以贯彻，

岩彩绘画的专业人才的培养才有可能实现。即使有了最好的教学课程设计而无付诸实施之处，

中国岩彩绘画的复兴也只是一句空话。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画坛，岩彩绘画的种种争议引起了美术界各方人士的注意，各种议论、

争讨，构成了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宝贵资源，它超越了岩彩绘画自身而影响到中国美术及美术

史的再认识、再研究。岩彩绘画的复兴，是对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传统艺术自我确认；也是对

日本岩彩画的一种正本清源，具有政治意义。我们必须对有千年传承的南北朝至隋唐朝绘画的

复兴承担起责任，我们不能失去对唐文化艺术的话语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失落的文化自信，

不是光靠改革开放后物质文明的发达、衣食住行的富裕能解决的。文化自信的重建，只能在自



身民族文化的渊源中寻求解脱与新生。岩彩绘画的语言形态，是汉唐时期形成的艺术结晶，是

多元文化构架下发生的艺术形态和绘画语言样式，具有国际性。所以，从大文化角度来看，岩

彩绘画背后隐喻着中国文化艺术自信的再建，“一带一路”是启动“汉唐文化”的契机。

回顾二十几年中国岩彩绘画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至今为止围绕着岩彩绘画而发生的很

多问题，大部分一直停留在问题的提出层面：疑问、质问，日本影响，印度传来，西方因素，

中国文脉，装饰性、绘画性；如何建立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语言表现；如何建立现代意义的课程

系统和教学模式等等。⑦ 今天，关于这些问题已有了一个基本的澄清 ---- 《中国岩彩绘画语言

研究系列教程》一套八册，将由中国高教出版社陆续出版，之后的中国岩彩绘画，将是在此基

础上更高层次的展开。

最后，对参与实施中国岩彩绘画课程体系，付出智慧与辛苦构成本书实际内容的主讲教授：

胡明哲、陈文光、朱进、张新武等，讲座教授：王镛、李军、潘力等，教学助理：孙博、甘雨、

徐静、吴竑、金鑫、康妮等，深表感谢。对参与本书的文字编纂、打印整理、审阅校稿的中央

美术学院首届岩彩画创作高研班的诸位同学，深表感谢。

2017 年 2 月

注释

① 日本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 B（海外学术调查）平成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报告书：“中国出现的岩彩绘画与战后

日本画的表现技法”，研究代表者：东京艺术大学教授 , 美术馆馆长关出

② 岩彩：为矿物色，有色土，有色砂岩，人造砂岩的统称。日本语中称之为“岩绘具”

③ 详见本书第四卷潮江宏三“东方岩彩画展”寄语

④《广州东方色彩》，2010 年，中国意象简介

⑤ 参见本书第四卷张晓凌先生广美研讨会发言《岩彩：文化属性与当代意识》

⑥ 参见本书第四卷胡明哲《岩彩绘画专业建设协同创新初步设想》

⑦ 《岩彩画的困境与前景》，2013 年，高天民，中国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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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中国当代岩彩绘画编年史 (1996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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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0   “熊文韵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胡明哲作为开幕式主持人，并应邀著文《以岩彩

为契机》。此文被张贴在中国美术馆大厅中。从此“岩彩”这一概念进入中国美术界 

右图 1：熊文韵作品《丹土》

右图 2：胡明哲主持展览开幕式

右图：市川保道教授教学现场

右图：《美术观察》杂志 1997.3 月刊

1996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邀请日本多摩美术大学市川保道教授讲学，胡明哲主持

1997   胡明哲文论《以岩彩为契机》在《美术观察》杂志 1997.3 月刊发表

文章从绘画媒材和语言要素，如材料、底色、黑与白、线与面、工艺制作、整体构成等方面，论及了岩彩绘画与其他绘画的

不同特征，并提出“以岩彩为契机，进入的是一种生机盎然的全新的创作空间。” 随着“熊文韵展”及《以岩彩为契机》文

论的发表“岩彩绘画”这一名称逐渐开始在中国画界出现并流行

中国当代岩彩绘画编年史（1996 ～ 2001）



3 中国当代岩彩绘画编年史（1996 ～ 2001）

1997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中国画材料表现工作室设立，胡伟主持

右图 1： 全国独此一家最新最全

               矿物色岩绘具生产专卖

右图 2： 1997 天雅画材店开业

右图 1： 张导曦教授讲课

右图 2： 唐卡画师希热布讲课

1997   王雄飞主办的天雅画材店在北京三联书店大楼正式开业

正如门口广告词所写：中国画，油画，版画，壁画，丙烯，工艺，胶彩画。全国独此一家最新最全矿物色岩绘具生产专卖。

天雅画材店开业意味着中国绘画材料的研发开始了新篇章，但是在材料名称上依然沿用着（传统）矿物色和（日本）岩绘具

胶彩画（中国台湾）的称谓

1998   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中国画材料（岩彩）研究与创作研究室设立，张导曦主持

1998   岩彩画家陈文光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STAR）援华项目专家到中央美术学院讲学

右图：陈文光教学现场

           左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胡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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