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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 / 凌菲菲

“以画笔记录我的生活碎片，用艺术向生活、向理想致敬。”

为着这个单纯且美好的愿望，明圆美术馆迎来了“私绘画——

12 位艺术家的画和他们的生活实态”绘画展。当七月流火的

日光刺痛我们的双眼，或许这场特别的视觉体验之旅能让我

们的双眼得到休息，并在炎炎夏日寻得一份清凉与安宁。

何为“私绘画”？艺术家谢海的回答听起来简单且直白，“它

是自己记录自己的历史”。我们都知道，生活经验是每位艺

术家创作的源泉，尤其对崇尚私绘画创作的艺术家来说，他

们笔下的一切都是对自我生活、自我内心的一种忠实记录。

本次展览以“私绘画”为主题，参加展览的 12 位参展艺术

家均是“私绘画”这一概念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他们不做作、

不张扬，却执着于呈现生活场景，抒发个人情感。他们的作

品没有宏大叙事的主题，没有强烈而明确的艺术指向，有的

只是对艺术家生活、对精神的直接呈现，而艺术家本人也由

此一步步探求绘画观念的转变。与其说这批推崇“私绘画”

概念的艺术家是在追求所谓艺术的本真，毋宁说他们旨在借

绘画勾画自我鲜明的生活趣味。绘画于他们而言，不是一种

带有目的性的尝试，而是对生活与理想的尽情表达与释放。

此次展出的作品正是对他们个人生活与理想的最佳注脚。

本次展览的参展艺术家中，除了特邀艺术家周韶华老先生，

其他 11 位均为 60、70 甚至 80 后的当代青年艺术家。自明圆

美术馆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发掘更多深具潜力的年轻艺术

才俊，本次展览即是为这些新兴的青年艺术家群体提供展示

的平台。希望本次展览的举办，能启发观众重新去触摸生活，

发现并找到那些来自身畔的小趣味，重新体会人之为人的自

在与快乐。

                                                               

　　　　　　　　　　　　　　　2015 年 6 月 26 日于上海



秘不示人的艺术（代序）
为“私绘画——12位艺术家的画和他们的生活实态”而作

文 / 谢海

两千大几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伯牙抚琴子期听，钟子期

只是一个樵夫，但是，子期死后，伯牙认为世无知音，复不

鼓琴。

古今中外，知音难求。

过了几百年，到了汉，大文学家边让写下了：“竭四海之妙

珍兮，尽生人之秘玩。”又过了几百年，东晋袁崧著《后汉书》

写王充道：“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

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秘玩”这个词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指的是好东西，和狂热喜欢王羲之书法的庾翼笔下的束之高

阁不同，庾翼是不看，前者是看，前提是和知音、和好朋友看。

秘玩往往会不自觉地借代于束之高阁——在我们语文靠手机

的今天，这种毛病实在是太司空见惯了。秘玩在后来再一次

出现是在宋祁、欧阳修等合撰的《新唐书》里，写杨贵妃时说：

“奇服秘玩，变化若神”，还有可考的文献在元儒四家之一

的虞集诗中：“讵云陈秘玩，因愿献前闻。”

在中国古代，文人画家所画的画，通常只有三五好友把玩一

看，谁有资格看，这很有讲究。文人所作的书法、绘画乃至

诗文是不稀罕给一般人看的，但是，到了宋、元，特别是明

清以后，秘玩这个词就找不到体面的出处了，因为宋、元以降，

Patron 出现了，Patron 在宋、元以前对应的是鉴赏家、收藏家，

而后来对应的就是赞助人。

想卖画，想把一张画卖一个好价钱，秘玩是这种行为和这个

想法的反向。

353 年，王羲之召集谢安、谢万、孙绰、王凝之、王徽之、

王献之等名士和家族子弟，共 42 人，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举

办兰亭雅集，目的是修禊活动，主要的议程是洗漱、驱邪、

喝酒、写诗，至于王羲之微醉之中写下了著名的《兰亭集序》

那是他个人的事情。英宗的女婿、神宗的妹夫王诜曾邀苏轼、

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肇、李之仪、李公麟、晁补之、张耒、

秦观、刘泾、陈景元、王钦臣、郑嘉会、圆通大师同游他的

西园府邸，有人说西园雅集堪比美兰亭雅集——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对比。王诜其家筑“宝绘堂”，西园雅

集为的是收一批名家字画，和兰亭雅集在境界上不能同日而

语。

元代曹知白、倪瓒、顾瑛，明末的顾正谊、莫是龙以及后来

的董其昌、陈继儒，清代的周亮工和马曰琯、马曰璐兄弟都

是组织雅集的好手。换句话说，秘玩在元朝以后，基本上就



被雅集取代而土崩瓦解了。

如今，在自媒体大行其道的当下，谈私绘画，似乎有点不接

地气。什么是私绘画？我让我的助手这样来转译，叫“秘不

示人的艺术”。

在我的画室里，有着大量这样的作品——画得不好也不坏，

可能再画画还可以再好些；刚刚尝试了一点小小的花样，还

有不少瑕疵，拿不出手；不是自己典型的作品；一些有意思

的手稿；有的画从画好的那天开始，就没离开过画室……有

时候朋友在我画室玩，翻到这些半成品，说，咦，没见过！

他们怎么可能都见过呢？这是我的“老底”，是我秘不示人

的“老底”。

把“老底”给朋友看这是需要勇气的。在吃鸡蛋的时候，想

看看下蛋的鸡和鸡窝的模样，我想，这不是异想天开，这是

很正常的逻辑思维。

我曾经拜访过很多老画家的画室，发现过很多的秘密；我经

常穿梭于朋友们的画室，看到过很多有趣的事情。我问他们，

你们愿意拿出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作品背后的故事吗？

他们说，愿意！于是，就有了你们看到的这个展览和你们手

中的这本画册。

以前，我用稿纸写文章，涂涂改改，最后变成铅字，很有成

就感。现在，用电脑写文章，虽说方便了很多，而且异常的

高效，但终究不如“长情短恨费红笺”来的深情款款，总觉

得少了几许文人的情怀。就像秘玩不在，常人所看到绘画外

在的光鲜，总觉得少了一叶叶，一声声，半镜流年破的辗转

千回。

小时候，听妈妈讲《长着驴耳朵的皇帝》，现在，我把这个

故事讲给我女儿们听。说一个国王长了一对驴耳朵，给他理

发的人事后都会忍不住告诉别人，从而被砍头。有一个理发

师把这个秘密藏得好辛苦，在快憋不住时，就在山上对着一

个大树洞说出了这个秘密。王家卫《花样年华》里也有这样

的桥段，梁朝伟在电影的最后，在一个逆光之晨说出了不能

告人的秘密和内心里无法与人言说的纠结。所以，我自作多

情地想，我的画家朋友们是不是憋坏了，也需要一个倾诉的

地方，就像童话故事里人们将心事找个树洞倾诉，然后用泥

封住。

是为序。

                                                     2015 年 7 月 2 日于杭州西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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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推荐词

1929 年出生于山东荣成，现居武汉。

近年主要学术展览

2004　梦溯仰韶——周韶华画展（北京 )

2005 　汉唐雄风——周韶华新作巡回展（武汉、南京 、杭州、上海、成都、西安、石家庄、北京、济南 )

2006 　荆楚狂歌——周韶华新作展（北京 )

2008　黄河·长江·大海——周韶华艺术三部曲（武汉 )

2010　 山河呼唤——周韶华画展（中国台北 )

2012 　天人交响——周韶华书法艺术展（武汉 )

2013 　神游东方——周韶华艺术大展（上海 )

2014　 天人交响——周韶华作品展（莫斯科 )

艺术简历

私绘画 /周韶华

他的作品一贯追求雄浑壮阔的美学典范和精神文化指向

有时，他的作品也会流露出聆听自我的细腻画风

呈现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在艺术探索中新的精神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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