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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当代中国山水画的创作，主要承担了一种的社会责任，表现新的生活，反映新的审美要求。“新山水画”

为传统山水画找到了生存的方式。傅抱石提出“时代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是继石涛的“笔墨当随时

代”之后，再次提出了笔墨与时代的关系。确认了山水画的精神、意境和形式。但传统山水画艺术精神中

的完善与充实，艺术形式的全面与多样，已使新的创造成为历史的极限，所以现代画家更多的还是在技

法层面上作发展的努力。 山水画的改观已是显而易见，山水画的变革更是历史的必然。画家所表现的不

仅仅是对物像简单意义上的状写，而是把自己对艺术、生活、情感、文化的理解吸收和共融，在与自然山

川的对话中，在心与心的交流和碰撞中，领略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体会其蕴涵笔墨语言的创造性发挥，

既没有丢掉传统笔墨精神的传承性，又能够感受到时代气息的新活力。

在中国当代山水画的创作上，甘肃山水画创作已经是一支不可小觑的生力军，越来越得到画坛的关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人们逐渐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西部，开始了盛唐以降边塞诗盛行之后的对于西部山水，

尤其是甘肃山水画创作的探研，坦率的讲，甘肃山水画的创作，边塞诗的影响开启了西部山水画的探索

之路。也为当代西部山水画的风格奠定了基调。当今的甘肃山水画虽然在图式、笔墨还是意境上皆突破

了传统山水画的审美范式，但边塞诗的影响还是巨大而深远的，它还在源源不断地为西北山水画创作输

送着给养，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挖掘。这是甘肃山水画家独到的审美理解，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是影响甘肃山水创作的基石和动力。当代中国社会传统人文精神失落 ,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逐

渐缺失。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在中国传统山水画及画论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 ,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所表

现出来的深厚的人文精神内涵和思想。通过传统山水画人文精神来反映自己在现实社会诸多问题遭遇下

的内心诉求和现实关照的作品 , 以此来主动地寻求以人的有限个体生命超越自我现实生存意义上的文化语

境。由于过于强调地域特色，绘画语言的叙述性得到强化。这一主题性创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局限于

对自然山川的精心状写中，从而忽略了山水精神的气息流露和情感表达。绘画本体语言的失却，这是不

可回避的现实存在，我们应该客观面对。因此，甘肃山水画家的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特有的地域文化题材

的选择与精神传达，获得的审美体验和情感，汇聚成一种共同的民族情结，一方面是关注的强大、力量与

西部开阔、壮美、深厚的美学品质，试图标识出鲜明的民族身份和对民族的未来理想；另一方面又表现出

对地域风情与人文环境的强烈的诱惑，仍然坚守一种坚定的信念追求着对自然地理的特殊关照和笔墨的

个性因素。因此，甘肃山水画的创作，仍然是一个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层次上有着普遍性的精神原则——

一种源于传统文化却置于当代文化情境中的“天人合一”观或心灵的“空旷”与“退隐” 。也就是说，

当代甘肃山水画家所表现出的这份才情和对绘画精神性的理解，已经触摸到了作为绘画精神层面的棱角。

传承了中国传统山水画从唐代就提倡的“精神而意境”的自由表达，再而“由技进道”，追求山水画创作

上精神返乡式的文化追问。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甘肃绘画的进步与潜在的力量，那就是数千年地域文化、

地域风格的确立与体现。尤其是山水画的创作，经历过政治、经济的繁荣与没落、经历过文化的彷徨和迷茫，

那种断层式的感悟和凤凰涅槃痛苦体验直逼人心。草木荣枯，山川不老，时代更潜，精神永存。这种境遇

的选择是一种文化的涵养和画家山水画创作中的自我觉醒。

甘肃省中国画学会成立以来，紧紧围绕中国画学会指导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文化艺术创新意见

开展工作。文化上依托“敦煌”文化品牌，在“一带一路”“敦煌一脉”的感召下，我们将继续探索当下

水墨画创作的新语境，因此，有了“金色丝路”“伏羲怀古”“香满陇川”“古道阳关”“大河东流”五

个系列学术邀请展的序曲。这次参展的画家郭文涛、段新明、马  刚、张南山、骆少军、王庆吉、白恩平、

张兴中、刘庆元、金长虹，虽然在绘画语言的智体表达上不尽相同，但表现的精神气质已跃然纸上。笔墨

中透露出的气息，使心性的抒发和笔性的控制能融合贯通，在“线”与“形”的变换中感受到传统人文精

神的关怀，明心见性，把自然与个人的生命活动置于和谐的山川景观之中，把雄伟的自然景色与人世的

生活脉搏紧密地联系起来，承载了自有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特有的“山水精神”以其自身的魅力，向人

们展示当代人渐已丢失的人文关怀和自然宇宙观，这于当下，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文化依归与精神返乡
—— 当代甘肃山水画的迁延与展望

◎ 文 / 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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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涛 Guo Wentao

1964 年毕业于西北师大美术系，中国美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先后任兰

州市美协主席，市文联主席，甘肃省美协副主席，省文联副主席，兰州市政

协副主席。现为中国画学会理事，兰州市画院艺术顾问。作品先后入展全国

第六、七、八、九届美展及《百年中国画展》等大展。中国美术馆，中国国

家画院，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收藏其作品数幅。获《首届黄胄美术奖》

之优秀作品奖和《黄宾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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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画家郭文涛的山水画，以其交

响乐般的宏伟气势和高亢诗情，让观者驻

足领略他西部艺术作品的格调和风韵。他

的作品，不是单纯的情景拼凑，是画家长

期注重深入生活，生发出对西部大地深沉

而厚重的爱的结果，是西部奇特雄浑的大

美天地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孕育出的才思。

郭文涛在创作中，十分珍视西部山水独具

的情感血脉和艺术根基，使个性化的笔墨

语言尽力契合与融入西部的山水魂魄中，

与之对话并产生共鸣。因而，他的作品鲜

活并充满生命力，是一种知自然、洞察宇

宙生命眼光的大美体现。

郭文涛在早期的艺术实践中，对版

画、连环画、油画等都有所涉猎，并时

有建树。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开始中

国画研习时，他是从水墨人物画开始实

践的。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一次新疆行旅，

使他产生了表达西部壮美天地的强烈愿

望，自此，走上了为西部山水写照立传

的艺术之路。他在作品中坚守“中法为

本”的原则，积极、适当、合理地吸取

其他艺术的可取之处并为我所用，通过

不断的实践，来丰富个人的语言风格和

表现力度，以纵横的气派和超越的想象，

释放笔墨，率性自由地在个人西部艺术

的天地中驰骋。

中国山水画是一种无可取代的艺术

品种。在正在成长和成熟的西部山水画的

进程中，郭文涛创作时始终保持较为清新

和清醒的美学思考，在作品中呈现出的大

气象、大气魄，就是他所追求的理念和艺

术生命之光。鲜活的艺术个性和美学风范，

使他的作品呈现出自然生态与艺术生态的

统一，笔墨气韵与心灵气韵的统一，从而

达到了笔墨和谐、精神和谐、意绪和谐的

形式美、意境美。

西部山水画创作所经历的是一条广

漠的探索旅途。郭文涛和有志于在这方领

域里跋涉、探索、创新、蜕变的实践者一

样，不懈地努力着。他曾说：“有生活感

受，只是创作好作品的一个方面，而同样

重要的是要不断更新和丰富自己的艺术语

言和表现手法，在继承和创新中提高。”

他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他高层次的审美

情趣的积累和人文环境的熏陶，是正逐步

走向成熟的表现。他的作品造型上吸取了

北宋山水的朴茂厚重的结构，又取南宋山

水的峭拔之势，以拙形代巧形，产生浑厚

沉雄的意象，大气势自画中向画外延伸。

大山大水的画面给人以阳刚、苍莽之感，

时代韵味、个人风格引人入胜。

郭文涛从传统笔墨体系入手，继而

不懈地转换为对笔墨现代性的探索实践，

从中创造出个人艺术追求的时空境界，开

拓出新的审美体验领域，为中国水墨山水

画的进展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丰富了当

代西部山水画艺术。

云峰含润独超群
—— 以西部壮美山水写人文精神的郭文涛

◎ 文 / 雒青之

关山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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