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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水墨新经》
丛书



前 

言

qianyan
主编 / 孙 磊

任何一种艺术形态的变革都有它自身的逻辑关系与结构关系，它所形成的思想和修辞都是一种不容

忽视的特征化指认标识。因此，在水墨或者中国画创新的场域中如何建构一种具有结构特征的修辞

方式和具有独特审美意识的思想态度，一直以来都是水墨或中国画逻辑进程里极为重要的一环。董

其昌的“南北宗”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观点，它对整个传统中国画的格局有着极大影响，以

至于后来的中国画发展形成了主要以文人态度为基准的绘画理念。20 世纪以来，中国水墨画仍然处

于一种变革与创新的状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笔墨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国画运动”

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新潮美术”、新文人画、实验水墨，一直到 21 世纪以来的当代

水墨、新工笔、新水墨等思潮，都在不断地校正着自身文化的位置，传统与创新的矛盾始终成为中

国水墨画进程的主要内质化矛盾。回顾此历史脉络，在“新与旧、东与西”的文化、思想冲突下又

形成了水墨画在不同发展阶段所独有的审美语言与创作观念，由此而伴生出一种作为文化态度、审

美取向以及生存经验的“新水墨”。在当代水墨语境下，“新”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态度，还意味着

水墨表达在今天有一种独特的处境化意识，还意味着在这种意识下形成的一整套新的思维方法、语

言结构、修辞模式等，从而建立了新的水墨形态与样貌，这也许就是当代水墨呈现出的新力量之一。

新世纪以来，一种强烈的创新、求变的内驱力让新一代水墨画家重审当代水墨的欲求，在语言形态

与思想态度等各个层面上都建立起多样的、鲜活的理解，从而演变成为一股“水墨新势力”，并产

生了多重争议。而事实上，其核心是这股“水墨新势力”是如何构建自己一套相对完整成熟的“水

墨新经”的。经，从佛学的角度讲，就是法和道理。对一种相对成熟的思潮而言，“经”意味着它

被编织成的方法与结构，在这种方法与结构中形成的具有经典特征的修辞与语法。因此，水墨新经，实

际上是当代水墨表达的新的修辞方法与结构方式，也就是说，只有建立起一种相对具有经典特征的

修辞与语法，当代水墨的“新”才名正言顺，其新水墨思潮才相对完整与成熟。那么，出版一套当

代水墨新经也就意味着建立一套当代新水墨的语法模式，对未来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除此之外，这

在艺术教育系统下也会形成相对直观的作用，既有形态上的认识，也有内在语言思想的认知，应该

说出版这样一套具有强烈当代新水墨态度的丛书，实际上就是为水墨在当代艺术的进程中寻觅一条

新的道路，一条水墨新途。

因此，这套丛书选择当代新水墨表达中最具特征与代表性的一些画家，进行个案式观摩，试图从作

品细节出发，审视这一代画家各自建立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新的语言思想方法。丛书为观者设置的实

际上是多个角度，一种立场，当代新水墨的立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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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昵》系列   

愈加精尖的机械制造精英们，正津津乐道地交流着新近的高端智能发明。殊不知正是他们的无限创造力，把

这个充满麻烦的社会导入了一个无法回头的悖论中。更新的机械解决着更新前机械所惹得麻烦，同时也昭

示着下一个麻烦的肇始。社会离原始粗陋渐行渐远，却离辉煌消亡愈来愈近；大众的生活愈加便捷，当然，大

脑也相应的也愈加钝化；劳动力空前解放，当然，相应的下岗率也在提高。不够精英的百姓大众，越来越

沦为这个社会的冗余，距离感、陌生感进而孤寂感不期而至，像可怕的瘟疫肆虐铺漫。显然，蜷缩在自己

营造的精神空间里，如居天堂。下意识的动作漫无目的地摆弄着、拉扯着，诠释着动作者也无法解释的“天

堂”的不适。       

2009.10

德国心理学家弗里兹·李曼在其著述里说：分裂人格者渴求距离，而忧郁人格者则惧怕距离。前者离群索居，喜

自转；后者制造亲密，好公转。如此，我近期的一批作品中的主体该属前者。距离、猜忌、局外人、自闭、敏感、特

立独行、我行我素等是描述这群人的关键词。基于这些行为特征，促成了这类人群社交的低能，自我的膨胀，愈

加使得其对自我营造的私密空间的依赖，游离于皮囊之外的魂灵附于虚拟的他者，或玩偶或机械。愈是沉

溺其间，愈是交流能力衰退，最终陷于一种难以自拔的循环。社会公信力的日渐缺失与道德标准的畸变，使

得分裂人格症候群的队伍日渐壮大，恍兮惚兮间扪心自问：自己又该归于何类？

2009.12

前些日子，看了一部关于孤独者症候群的片子，略有启发。这部分人群共有的特点便是交流对象的变异。这

种异变无疑与社会人际交流的某种障碍有关。社会信息化的同时，造成了信任、互爱的缺失，私密化替代

了坦荡与倾诉，带来了交流对象的转移与虚拟化，玩偶便成了交流对象“人”的替代品。恍惚间，人偶合一，彼

此相昵，如茧自缚的私密个体日渐铺漫，散落在被阳光遗忘的每个角落，或立或卧，沉湎于自己构筑的无

间私昵国，以逃避的方式回归，以游离的状态存在着……《私昵》系列中的“玩偶”，与《遛狗》系列中

的“狗”一样，只不过是交流的替代品，不过，“玩偶”更极端化一些而已。

2009.8

物欲的膨胀，导致我们身体的肥胖。无休止的瘦身，恰恰是这种过度膨胀的佐证。精英已然离去，空余膨

胀的皮囊在游走，漫无目的、百无聊赖，下意识的动作拉扯出身体居于当下的不适，而这种在场的不适又

是不可名状毫无意指的。以不适诠释不适，已然成为人们时下的处世状态。

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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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系列   

游戏 - 叠罗汉 1 
180cm×90cm  纸本设色
2011 

游戏是主流的社会秩序之外的另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生成，是缘于对现实秩序的疲惫而虚设的另一种

规则的秩序。它像一面具有超强迷惑力的魔镜，沉迷期间，难辨镜里镜外，现实与幻象模糊无界。游离

于模糊的临界点，质疑着现实，又质疑着幻象。

最近的作品，画面好像变得热闹起来：由原来形单影只的游荡漂浮，变为三五成群的游戏聒噪了。然而，这

种游戏状态很快就被识破为一种虚假，一种借此消彼的虚假。撕破这种虚假，真相渐次明晰：无所适从

的孤独、孤独的无所适从。游戏由此被蒙上了强制与谎言的阴影，也透露出一种饮鸩止渴的无奈。这种

游戏的终结，其结果只有一个：再次回到孤独。

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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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时政要闻，无论人际或是国际发生的那些事儿，没有一件不让人纠结不给人添堵的。并且，这种添

堵的纠结，之于我，根本没有明确的实指对象，或是离我太远根本够不着，譬如“政治”，因此也就无从

谈及释放与发泄，只能将此郁结于心，堵闷憋屈，让我莫名生出一种溺水的感觉，永远浮不出水面，也永

远到不了岸边。失衡的悬浮，无谓的挣扎。身体的动作是模糊的，肉身的沉重清晰可感；方向是模糊的，逃

离的意向明确坚定……或者说，这些都可以被模糊被含混，但这一切指向的恐惧感，却极为具体清晰……

近期的作品中，“恐惧感”挥之不去的弥漫在画面中，成为作品表现的第一关键词。我不想表现单纯的感

官惊悚，也不想夸大其词的无病呻吟，只想让它承载我此时的真实——被调侃玩世所遮蔽的恐惧，来自于

白光一片却永远浮不出水面的溺水般的恐惧。

                                                                                                                                                               

                                                                                                                                                     2014.5

控制的终极目的是恪守秩序，它是自我与本我的纠结，是公共性与私密性的较量。控制让我们和谐，让我

们盲从，让我们的思考远离个体感受，让我们的观看方式变得趋同划一。对自己的控制，是为了更好的被

控制。由控制与被控制所架构的严密秩序，形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流法则。我能被控制，因为我控制着；我

能控制，因为我存在着。  

                                                                                                                                               2011.10

《控制》系列   

《溺》系列   

手稿 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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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中的制作性与设计性，于水墨人物画创作而言，像是利弊参半的双刃剑：制作手段会提升笔墨表现的

丰富性与深入性，同时也会降低笔墨语言品格的纯粹性；设计意识能使画面摆脱写生习作的随意性而更具

创作感，其弱点也正在于对随机偶发、稍纵即逝的感觉闪现的忽略。“因噎废食”显然是一种妥协，调理

整合使其二者彰显其“利”而隐抑其“弊”，那便是一种胆量，一种智慧。自然万物何尝不是如此，水，能

载舟亦能覆舟，火，既为能源又为猛兽，扬善避恶，终为所用。

制作过程中将画面整体意气贯于胸臆，局部刻画甩掉机械乏味的匠气“磨”“蹭”，注入写意用笔的顺畅

与讲究，以笔形、笔性的转换来表现形象中触动自己心弦的肌理与纹饰，与大笔铺写形成繁简与紧松的默

契。如此，制作性自然也会变得鲜活起来。五代荆浩《笔法记》中所言“隐迹立形”想来大抵也是如此吧。

所谓“大胆落笔，细心收拾”，可否于水墨人物画创作中斗胆改为“大胆设计，细心落笔”（反正大家都在玩“实

验”，失败了还可冠以“行为”的前卫美名）。“大胆设计”，应是神游八荒、大刀阔斧的安排摆布画面

形象，也是所谓的“经营位置”，此过程应是在稿子中进行。“细心落笔”，包括稿子中形象的细心揣摩

与落定和正稿中笔墨畅写的讲究。对形象的拿捏与把握，要时刻注意其与正稿笔墨表达的对应关系。如此，没

了即画即想的“形”的牵制，便有了足够精力来讲究笔墨形质，“笔精墨妙”之境也就有望可及。

如此协调画面中所涉及的制作性与设计性，属此一时期个人对水墨人物画创作的探索心得。当然，这种探

索是避开了只将“笔墨”视为单纯工具材料的某些冕以“现代艺术”之名的水墨创新而进行的。

                                                                                                                                                             2008.9

在我的作品中，至今还保留着对传统线形及墨韵的迷恋与探索。这种笔线的形质与水墨的氤氲所产生的内

美，即在其“能指”层面上，已然烙上了“中国制造”的文化印痕。虽然，中国文化不单单是通过笔墨来

表征的。但这足以使自己的作品有了文化上的归属感，而这种文化属性的东西，恰恰是我最为看重的。

                                                                                                                                                             

2009.11.1

线造型并非中国画造型语言方式的专利，油画、版画甚至雕塑，各自都有其对线的不同理解和呈现。而

线造型为什么与中国画的造型方式如此亲近，甚至曾几何时，还以它来作为区分中国画与其他画种在造

型方式上差异的标准？我想这种差异除了对“线”认知的狭隘与概念，更应该是体现在中国画对线的独

特考究上吧。这种考究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十八描”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文化审美上对线质的

不同追求，如“锥画沙”，如“屋漏痕”，如“折钗股”……这种对线形线质的考究，并非单纯对客观

物象肌理质感的模拟，最重要的是其中蕴含了中国文人对自然万物、宇宙苍生的独特理解，是一种“神”

与“物”的晤对妙合，是心性修养的迹化呈现。在这种高度下流淌出来的线条，已然成为了表征中国文

化的独特符号。对这种符号的继承与延展，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定力与“勤于行敏于思”的践行。线的呈

现无对错，但有高下。在一种高标准的规范下所达到的自由才是真自由，毫无规范的自由只能是虚无与

狂妄。歌德在一首题为《自然与艺术》的诗中曾说：“在限制中才显出名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

孔圣人尚言“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况乎凡夫？

                                                                                                                                                             2010.6

如果说“写”相对倾向于绘画本体语言层面的话，那“意”则倾向于画面的精神性传达。“意”无对错，但

有真伪，所谓真情流露，写真性情。这种真意与真性情，一定是纯粹的自己的和个性的。做到纯粹要靠修炼，而

做到自己和个性的，则要真诚、勇气和自信。现代水墨人物画曾经走过一段背离绘画主体精神而导致的千

人一面的历史，如果说那与当时的外力干预休戚相关的话，那我们现在的“千人一面”就只能归咎于个人

的虚伪与懒惰了。只有发自己的声音，泻自己的胸臆，才能令“写”带有自己的印记。

                                                                                                                                                              2013.9

关于语言   



6

一提到创作，会让好多一路写生走来的同学如临大敌，顿觉束手无策，无从下手了。在貌似强大的“创作”

面前，自己平时的积累便有些捉襟见肘、囊中羞涩，大有江郎才尽的意味了。所谓“艺术生活”，即以艺

术的状态，艺术的方式生活，善用你“发现美的眼睛”，并随时以各种方式加以记录，并存储在不同的文

件夹内，或“表情系列”或“痕迹系列”或“造型研究系列”或“材料媒介系列”，甚或“随机偶发，任

凭心绪无意识流淌的随手涂鸦系列”等等，这样一来，有了可供调遣的“兵将”了，只需你略施“阵法”，创

作之“仗”便好打了。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与创作有关的一些必备积累。

造型研究

造型是表达自己对社会及生命存在的直觉感受的最为直接的手段，好的造型自己会言说，自己会表达，它

会超越文字语言相对具体的表达，进而进入一种相对模糊的、不确定的意象表达。这种意象表达会使得受

众主动地参与到你的作品中来，以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完善你的作品。所以，造型的目的不在于去确定什么，而

是在于去呈现什么，它只是受众理解你的作品的某个坐标系或导航仪，其作用是引导而非限定。当然，这

并非说“造型”的优劣评判就没有共性标准了，意象表达的相对准确还是极为重要的。造型研究的途径多

种多样，可以是范本临摹、是对物写生，也可以是目识心记、睹物有感的意象记录。总之，面对造型这个

概念，一定要怀着一颗研究的心去对待，才能玩味出有品质的造型来。手下过的造型练习多了，手上的活

儿自然就有了，慢慢地，符合你个人价值取向的造型也就顺理成章的凸现出来。随便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但

烙有个人印记的造型方式，其背后必然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既好又新”（周京新语）的

造型方式是一蹴而就的。

语言研究

语言研究最行之有效的途径无疑就是临摹，也就是古人说的“师迹”了。艺术史中最为活跃的大概就是语

言的更迭变化了吧。从林立的大师堆里找出比较适合自己感觉的语言表现方式，加以研究（当然不仅仅拘

泥于语言表现层面，还要从画理的层面去理解、分析），形成自己对该语言的表现经验，再移植到平日的

写生练习中加以实践磨合，在令其与自己的造型表现相契合的过程中，不断修正，以使其与造型的结合自

然地生长开来。

接下来，便要多读勤思，着眼点转移到作品的精神表达上。创作最终是要表达你对当下社会，对生命存在

的个人化体验，以个人化的语汇提出问题，迹化个人化的独特思考。“每个人都有自己体验世界，观察世

界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天然的、自由的，也是独一无二的”（易英《“坏画”探源》）。梁楷以其桀骜不

驯的批判精神介入当时社会；石涛以其“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写生方式关注自然，体验生命存在；米勒以“大

地的歌者”关注现实，讴歌劳动者的艰辛与伟大；凡·高以短暂且几近癫狂的一生，给大家展现了一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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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折射的真实世界……大师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阐释着，述说着，由于他们的介入，历史变得丰富且真

实起来。这种丰富性与真实性，远远胜过屡被政治篡改的文字性史书。这种艺术的真实源于艺术家的真诚，对

生活对艺术的真诚。所以，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才是艺术创造的关键。就像我们生来就拥有不同的面孔一样，我

们的内在也各不相同。对过往大师的作品程度不一的喜好，本身就是在寻找能与自己相合共振的精神磁场。借

助这个磁场，加上自己个人化诉求的强烈欲望，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一定会逐渐明晰起来的。

当这些积累达到一定量时，你会突然发现，“创作”其实一直伴你左右，只是潜意识的抵触遮蔽了它的存

在而已。

所谓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君子厚积而薄发”，积累的愈厚实，爆发的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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