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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两年，我不大讲自己的创作经历了，特别是被庸

俗、荒诞的艺术教条批判和排斥的经历。我跟别人说，觉得

自己其实一直身处在“蒸汽机车时代”，虽有过奔驰，有过

呼号，有过热气腾腾，但是，我正在不觉间一点、一点地固

化成一间“老火车陈列室”。我今日的创作，无非是不断地

给那辆“老火车”刷漆，以为“焕然一新”了，但是老东西

终归是老的了，可悲的是，没有路是留给它的。

“内燃机车”、“电汽机车”尚了解一点，到“磁悬浮”

就完全不懂了。所以，如果让我再说，我是不敢的。

理论是什么 ?讲理呗。偏偏做版画的人大都讷言，或许

是手头的活儿就够他忙活的了，所以，大家都愿意理论家关

注。然而，有相当长的时间，理论家都无暇关心版画的事，

我猜：一是作为一个画种，它比较小，造不出“势”来；二

是它“太技术”，说版画，免不了就要熟悉版画是怎么搞出

来的，这要花时间，而理论家一般都忙；三是不在个人研究

的计划之中，等等。

后来有了专攻版画理论的理论家，而且，又培养了学生，

情况就不一样了。

“新兴木刻运动”激起的涟漪，到今天，它那一圈一圈

的余波还有没有？及到此岸和彼岸了吗？“新兴木刻运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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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老都活得长，我以为他们也是在慢慢变成不动的“老火

车头”。虽然，走到底各自都有精彩，理论上却没有人跟踪

他们的变化，而在晚年他们都在“归零”，回到真实。这很

了不得，我因此感到了“新兴木刻运动”的生命原动，也就

是应该继承的那个根本的精神。

也有这样的版画“理论家”，在纵容倒退且自鸣得意，

理由是“大势所趋”，而明明是“趋”向了实用、背离了艺

术发展，却一再鼓之吹之，我因此怀疑“理论家”自己也为

了实用。

我把隋丞看成是善于学习、有思索习惯和讲道理的“学

者型画家”，可他并不在意。这样一来，他写什么都很自由，

也都很“落地”。他这些年写的理论文章基本是：“观看”、

“思考问题”和找到“方法”与运用。尤其是“方法”，也

许是做着教师，面对学生的疑惑以及求助，他一定要告诉他

们做艺术是有方法的，或者说教育的结果就是要学生掌握思

考的方法（思维的方式），然后，放开他们去“特立独行”

地做艺术。

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他有启蒙的老师，也

有成长期自己认定的老师，向他们学绘画、学习想问题、也

学用文字讲理。而这些，他体会到，都要有一个方法的。比

如写作理论文章，得到的“准生证”是最后得到“美术学”

导师和哲学导师首肯的，而这之前许久、许久的“不会”、

“不行”直到明白了一个方法。因为这个写的方法，他也获

得了“观看”的方法、发现问题的方法以及“思考”的方法，

再返及写作。

做版画，技法固然重要，但没有想法，技法就只剩了“炫”，

而只有“炫技”的作品一定苍白贫血。或者说，虽然技法也

是方法，却断不能没有思想的方法。隋丞现在做着的事关系

到培养未来有思想的版画家。

“蒸汽机车”在说“磁悬浮列车”了，离得远了，但我

是可以为新的和变化的现实存在欢呼的。

广军

2017 年 9月 1日于北京怀柔画室

2 3



的元老都活得长，我以为他们也是在慢慢变成不动的“老火

车头”。虽然，走到底各自都有精彩，理论上却没有人跟踪

他们的变化，而在晚年他们都在“归零”，回到真实。这很

了不得，我因此感到了“新兴木刻运动”的生命原动，也就

是应该继承的那个根本的精神。

也有这样的版画“理论家”，在纵容倒退且自鸣得意，

理由是“大势所趋”，而明明是“趋”向了实用、背离了艺

术发展，却一再鼓之吹之，我因此怀疑“理论家”自己也为

了实用。

我把隋丞看成是善于学习、有思索习惯和讲道理的“学

者型画家”，可他并不在意。这样一来，他写什么都很自由，

也都很“落地”。他这些年写的理论文章基本是：“观看”、

“思考问题”和找到“方法”与运用。尤其是“方法”，也

许是做着教师，面对学生的疑惑以及求助，他一定要告诉他

们做艺术是有方法的，或者说教育的结果就是要学生掌握思

考的方法（思维的方式），然后，放开他们去“特立独行”

地做艺术。

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他有启蒙的老师，也

有成长期自己认定的老师，向他们学绘画、学习想问题、也

学用文字讲理。而这些，他体会到，都要有一个方法的。比

如写作理论文章，得到的“准生证”是最后得到“美术学”

导师和哲学导师首肯的，而这之前许久、许久的“不会”、

“不行”直到明白了一个方法。因为这个写的方法，他也获

得了“观看”的方法、发现问题的方法以及“思考”的方法，

再返及写作。

做版画，技法固然重要，但没有想法，技法就只剩了“炫”，

而只有“炫技”的作品一定苍白贫血。或者说，虽然技法也

是方法，却断不能没有思想的方法。隋丞现在做着的事关系

到培养未来有思想的版画家。

“蒸汽机车”在说“磁悬浮列车”了，离得远了，但我

是可以为新的和变化的现实存在欢呼的。

广军

2017 年 9月 1日于北京怀柔画室

2 3



上篇：问题与方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扩展了艺术创作的多种可能性，使艺术通过多种方式接近

事物的本质，接近大众的生活。波普艺术形式就是利用大众

熟悉的可以接受的视觉图像，利用多种非绘画的手段，使艺

术深入到大众之中成为大众不可分离的生活必须。它伴随着

报纸、杂志等多种媒体与传播渠道改变和影响着大众的生活

与态度，重要的是人们改变了欣赏艺术的态度和方式。从再

现的艺术叙事和艺术的社会功能转变为感悟与享受的消费文

化。他们不再需要高超的技巧和苦练终身才能达到的形而上

的所谓玄妙技术，使艺术变得容易起来。有了文化与视觉的

感悟人们就可以成为艺术家，利用影像、图片这些非艺术专

利的技术，就可以制作成艺术作品，使艺术具有简易的操作

性与大众性。这种大众熟悉的形象或物体，在艺术作品中就

转换成为一种符号来传达它的多种信息。这是一种具有公共

性的信息或符号，是大众所熟知的，例如好莱乌的电影明星，

人们对它的熟悉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是世界范围内的公

共符号，世界一体化也造成了许多符号所传达的信息可以被

全球范围的各地各种人接受。

当代艺术的形式是模糊的、不明晰的，缺乏具体的形式。

我们可以发现毕加索的绘画与雕塑、陶艺保持了他个人的鲜

明风格，使人一眼就能认出他的特征，基弗的材料感很强的

绘画也带有鲜明纯粹的个人风格与技术。但这种绘画风格样

式越来越少出现在当代的艺术中，尤其在影像、装置艺术中

这种个人化的风格难以凸现，可以说我们在当代艺术中越来

越难以发现这种明晰、鲜明的个人化艺术风格。它们的语言、

语汇都有相似的一面，这与它们的技术手段和对现实的表达

有关，他们无法摆脱设备、技术对他们的限制，更无法凭借

自身去改变现实，因此形式风格的创造就被对作品的创作意

3

符号化与连续性

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区别在于，传统艺术是以叙事为

表达的方式，通过对现实真实形象或景物的再现，表达了艺

术家的思想。艺术家要具有深厚的知识和高超的技术作为他

们表达的基础，因为对现实描绘的真实程度决定了人们视觉

观看的注意力和吸引力。对于深度空间和效果等形式因素的

刻画，对真实形象的塑造，对作品的内容和意义的表现，又

决定了绘画的社会功利性。在许多绘画中，尤其是现实主义

的绘画作品中，这种特性是绘画存在的意义。在现代艺术中

这种状态有所改变，因此 ,有了野兽主义的线条和色彩，他

们不承载更多的意义，而作为一种纯粹的绘画表达，对人们

的精神起作用。它的方式是通过形式美的因素作用于人的视

觉使人们的精神和情感发生改变。它通过享受与安乐椅的方

式作用人的纯粹视觉享受。它没有更多的责任与义务去承载

它之外的功能，立体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也是通过某一个极端

化场景与物体的改变，使人们观看到了它视觉经验之外的，

又存在于这个世界和人的头脑之中的意象。由此将艺术引向

了对世界某一因素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

现代艺术的特点是将艺术中某一个因素加以放大与深

化，从本质上改变了传统图像的视觉效果与表达方式，使艺

术从真实再现走向了非真实再现与内心情感的表达，从概念

2 问题与方法——近观中国当代版画 上篇：问题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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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对人物，对景物开始逐渐地符号化。我使用传统的

符号，对符号本身进行强化，但基本上没有进行改变，符号

本身的意义也没有改变。这一阶段，主要是强化符号，使用

单纯强烈的符号，归纳、概括我所表达的东西。这一时期持

续了很长时间，直至1996 年后，我又创作了《云·雨图》、《踏

歌图》强化了符号的功能，发挥符号的本意，主要是从图式

本身出发去进行强化符号，弱化形象，使图像产生其自身的

表现力。其过程是自画中而来，历经一系列的图像处理过程，

最后形成图像样式。路径是：画——我——画（符号化的画）。

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想强化传统符号，使其变成新的资源，

当然这中间有少量的改造成份。

二、用强化的符号重新阐释传统图像

1997年后，我又创作了《霸王别姬》、《溪山垂钓图》、《潇

洒山水间》等系列作品，这时开始我主动用符号（强化的符号）

去重新画一遍传统的绘画。套用传统题材，不进行意义改变，

只使用改造的符号进行重新的组织与表达。实验的结果是图

像出现了巨大的改变。回头审视这些作品时，它们变得意义

明晰，语言单纯，异于传统的表达，具有了放入当代文化语

境下的可能。路径是：我——符号（强化的符号）——画（重

新用强化的符号套用传统绘画）。

这一阶段的想法就是想要通过改变后的符号去“套用”

传统绘画，进行重新整合，实验符号语言的多意性与重新阐

释传统图式的可能。

5

图、特定的社会背景以及所表达的精神内涵所决定，也就是

说除了特定的语言因素之外，上述的这些因素却成为了体现

风格形式的重要因素，形成了一个综合的表达。它的风格不

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而是需要分析之后得出的，重要的是

它所表达的东西不是一种叙事或再现，也不是一种语言的极

端化的学术探讨或艺术语言因素中的深入扩展。它是一种表

达方式的改变，是艺术家对社会、对艺术、对环境、对种族、

对世界的发展、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等的思考和探索，但这种

方式是视觉的，或者说是一切与视觉有关的手段与因素。它

所体现出来的形式是综合的，符号化的，不同的艺术家与各

自分别代表的或说具有的社会、群体、种族的特征，这种特

征就是他们的符号语言。

艺术的发展与演变是一个明晰的改变过程，我们可以清

晰地看到艺术的表达方式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的，艺术的概

念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内涵上都在不断的拓展。个人的艺术创

作发展也是需要不断的拓展和深化，但这要依赖于艺术家自

身对艺术方式的理解和个人对艺术一种连续性的思考。一个

艺术家在他的一生创作中不能抛开他的基础与之前的工作经

验，与艺术史一样也是一步一步逐渐演化而来的。

我的创作从无意到有意，在其中逐步演化与整合，大致

历经这样几个阶段：

一、强化符号

自1990年创作《高山流水》始，我有意识地进行了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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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传统视觉资源的重新利用与整合，便是一个有趣的

课题，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原文载《中国版画》第24期，人民美术出版，2004，12

《过山车与浮水者之二》  木版  45x60cm  2015  隋丞

7

三、传统符号与现代符号的重新整合

2000年后，我又创作了《浮水者》、《城市浮水者》系

列，使用强化过的“传统”符号与现代交通标志、高速公路

等象征现代文明的符号进行并置与导入，运用水纹符号做“底”

扩大到满幅皆是，再用游泳的人形与交通标志牌作为“图”

进行了极端化的组合，使这种传统符号的意义完全消失，而

出现一种陌生，怪异又熟悉的视觉组合形式。这种符号意义

的消失与转换是视觉形象的变化与符号排列关系的改变起到

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排列关系的改变与视觉“新”形象的

注入构成了一种不和谐的交融。以此来判断，这是一种有效

的方式。其路径是：我——传统与现代符号——画（新图像）。

我们处在经济与艺术全球化的时代，资讯与网络、媒体

和电脑都迅速发展与扩张。新媒介、新技术已经渗透到各个

领域之中，大众化影像无处不在，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新的

艺术形式分流了许多观众与读者，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尤

其是都市里的青年人。他们对电脑与网络的熟悉程度使他们

超过了传统艺术的束缚，改变了他们的观看与思维，方式，

图片、动画、影像已经成为他们所必须的精神快餐。与之相

比绘画失去了往日的主要地位，变得有些边缘化了。但绘画

依然具有空间，它可以将影像、图片背后的东西搬到前排，

强化绘画的情感功能。不要企图通过绘画灌输给人许多东西，

而要在传统的图像中寻找新的发展，扩展情感空间，这些都

是绘画的优势，创新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对新东西的追求也

不意味着对旧东西的否定。

当代的艺术创作行为以其多样性实现了艺术探究的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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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传统视觉资源的重新利用与整合，便是一个有趣的

课题，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原文载《中国版画》第24期，人民美术出版，2004，12

《过山车与浮水者之二》  木版  45x60cm  2015  隋丞

7

三、传统符号与现代符号的重新整合

2000年后，我又创作了《浮水者》、《城市浮水者》系

列，使用强化过的“传统”符号与现代交通标志、高速公路

等象征现代文明的符号进行并置与导入，运用水纹符号做“底”

扩大到满幅皆是，再用游泳的人形与交通标志牌作为“图”

进行了极端化的组合，使这种传统符号的意义完全消失，而

出现一种陌生，怪异又熟悉的视觉组合形式。这种符号意义

的消失与转换是视觉形象的变化与符号排列关系的改变起到

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排列关系的改变与视觉“新”形象的

注入构成了一种不和谐的交融。以此来判断，这是一种有效

的方式。其路径是：我——传统与现代符号——画（新图像）。

我们处在经济与艺术全球化的时代，资讯与网络、媒体

和电脑都迅速发展与扩张。新媒介、新技术已经渗透到各个

领域之中，大众化影像无处不在，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新的

艺术形式分流了许多观众与读者，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尤

其是都市里的青年人。他们对电脑与网络的熟悉程度使他们

超过了传统艺术的束缚，改变了他们的观看与思维，方式，

图片、动画、影像已经成为他们所必须的精神快餐。与之相

比绘画失去了往日的主要地位，变得有些边缘化了。但绘画

依然具有空间，它可以将影像、图片背后的东西搬到前排，

强化绘画的情感功能。不要企图通过绘画灌输给人许多东西，

而要在传统的图像中寻找新的发展，扩展情感空间，这些都

是绘画的优势，创新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对新东西的追求也

不意味着对旧东西的否定。

当代的艺术创作行为以其多样性实现了艺术探究的多种

6 问题与方法——近观中国当代版画 上篇：问题与方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