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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新，1970年3月生于宁夏，祖籍浙江永康。现为宁夏书画院院长，宁夏美术馆馆长，

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客

座教授，宁夏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戴敦邦先生入室弟子。

1993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艺术系，2000年至 2001年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同

等学历班。1993年7月至2007年8月任教于宁夏大学，历任美术系副主任，美术学院副院长；

2007 年 9 月至今供职于宁夏书画院。

作品参加了第八、十、十一届全国美展。2001年荣获全国五自治区作品联展银奖，

2002年荣获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60周年全国美展优秀奖，宁

夏文学艺术评奖一等奖，2004年作品《水浒忠义堂》荣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银奖，并被中国

美术馆收藏，2007 年《水浒人物》入选法国国家美术沙龙展并荣获“沙龙素描特别荣誉奖”

和“沙龙独立艺术家特别奖”双项最高奖，2012年至今，承担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工程选题“中国古代神话”的创作任务。  

现已出版个人作品集、合集三十余种，发表作品三百余幅。

周一新 
ZHOU YIXIN

艺术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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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的文化形态——周一新人物画创作浅析

从周一新的阅历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是典型的科班出身，

接受的是严格的学院教育，大家一般称这类画家为学院派画家。

从总的情况来说，学院教学体系中，更注重造型与写生方面的训练，

对观念性的学习与探讨也比较重视，特别是人物画的教学更是如

此。学院的系统教育与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他对笔墨与造型的

关系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这为他进一步探索打下了基础。

笔墨与造型问题，一度是中国人物画创作中的重大课题，

如何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相对单纯的技巧问

题。一方面，涉及到造型能力的培养与相关技巧方面的理解；

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笔墨的认识及其

表现能力的再挖掘。在更多的时候，学院教育使受教育者在观

念及造型能力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对传统、对笔墨的认识往

往是一个缺项。当面对一个需要表现的对象时，很多人走了一

条用毛笔画素描的路子，使作品失去了中国画的韵味，这是目

前学院教育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也是学院教育中的一大败

笔。虽然不少院校正在试图纠正这种现象，但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文化精神及文化意识的缺少，并不是一个技法的训练过程，

而是一个领悟参修的漫长过程。在这里值得庆幸的是，周一新

对传统文化的迷恋使他及时地补充了学院教育的缺憾，在造型

与笔墨的精修中，很快找到了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并在传统文

化精神的感召下，持之以恒地开始了利用笔墨造型的新观念去

表现人格化的历史文化精神，这可以说是周一新艺术探索的起

点。周一新作为一位典型的学院派画家，在注重学术、认真创

作的同时，努力提高自己的传统文化修养，从书法、诗词到对

历史人物的研究无不下了很大的功夫。表现在他的绘画中，在

注重学院派造型能力的基础上，注重笔墨、画面的意境，在文

化历史的大背景下，很好地将写意造型、笔墨传统、文化历史

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面貌，在笔墨的韵

律中，沿着历史的高度，延伸了诗意的空间，拓展了审美的文

化视野。可以说，周一新在传统文化挖掘与写实造型的结合方

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成为这方面颇具实力的一位代表性画家。

周一新探索的第二步就是，将特有的笔墨造型语言与所表

现的对象进一步融合，并努力从传统文化及历史进程中找寻适

合自己心性的表现对象，对宗教的和具有人格化精神的再塑造

与挖掘成了他创作的重要题材，并沿着这条看上去难以出新的

题材，费心尽力地深入。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他自身对传统文

化精神的向往与恰如其分地将自身感受相融合，通过对笔墨诗

意化的处置，使他的作品创作呈现出了既发幽古之情，又能与

当代审美进行贯通的效能。在形式上既能做到喜闻乐见，在精

神与学术上又能独立一格。这种局面的形成看似是兴趣所至的

偶然，其实是对传统文化认识的一种高度把握，是一种文化修

养与对笔墨认识的一种高度概括。周一新走的这一步在别人看

来很轻松，其实，是充满了犹豫、试探的反复过程。这个过程

虽然使人痛苦，但由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执着，让他欲罢不能。

文 /西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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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的观念及流行题材与画法，他所选择的题材与表现方法

在更多的时候容易让人产生非议与不公平的评价。周一新性格

上的倔强让他的坚持有了更好的依托。于是在这种不断地坚持

中，他拓展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这既是一种文化精神的

自觉，更是一种生命的再探寻。周一新探索的初步成功，与其

说是一种创作上的努力，不如说这是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的一种再认识后所形成的共同审美取向。

随着探索的深入，周一新的创作正在沿着两条路子延伸。

一是在文化精神的共性把握中，进一步强化在语境中对人性的

再挖掘、再认识。他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努力，使他避

开了最容易概念化、阐释化的表现误区。对人性的再挖掘与再

认识，使其创作中所塑造的形象更加生动，更加富有了感染力，

让观者在对作品的赏析中很自然地融入了自己的审美创造，不

仅拉近了创造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更创造了审美中的文化含量，

从这一点上来讲，这是周一新带给我们最具典范意义的启示。

与对人性的挖掘相对应，周一新的探索也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

的可能：在文化理念的整合过程中，笔墨的形态在经历了太多

的传统与现代之后，文化因素的切入如何能得到更多更充分地

体现。周一新的创作使我们看到了在当代绘画状态下，如何深

刻地体验笔墨文化形态的可能性及重要意义。笔墨的文化形态

并不是笔墨作为一种手段的表面形象，而是笔墨本体所体现出

的一种文化的含量及其与所表现对象的一种观照对应的状态，

它是一种高端意义上的再现。周一新创作中所体现出的这种倾

向，是他本人在当代文化大背景下的一种精神追求。

作为学院派的画家，他认为“徐、蒋”体系主要的成就是

解决了中国画一个造型观的问题，但在笔墨上有所缺失。周一

新赞同徐悲鸿先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对于西方

绘画体系中能够借鉴的应加以借鉴，但笔墨仍应是具有东方韵

致的中国式笔墨。他在素描、速写方面也下了相当大的功夫，

所以一些朋友或者是看过他画的人第一感觉就是他的造型能力

比较强，能画各类人物，能够驾驭大的场面，他期望通过学院

派的道路能够表达他的一些艺术主张。后来通过画《水浒》，

他开始被社会所认可。以仕女、宗教文化形象为主题的绘画，

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呈现出勃然的发展态势。从西汉、唐宋、

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壁画、版画、年画，中国画仕女

及释道题材一直就是艺术家创作和表现的对象，也深受广大群

众的喜爱。周一新笔下的仕女及相关宗教与历史人物题材成功

融合了生活情节的形式，将这一题材在历史文化的高度上推向

了一个新的境界，赋予了新的风采。

这种阅历使他对艺术会更多地从内心的领悟与学术的探索

方向去认识，而很少受到当下不良环境及风气的影响。一个人

只有在思想上保持一种相对的单纯，才能在不断探索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周一新是一个这样的人，用

更多的牺牲去换取思想深处的纯化，用纯化所带来的思想聚焦

能力，不断深度下潜，直触艺术本体语言，在不断扩展自身语

汇的过程中，使自己的作品不断得到锤炼。

周一新的探索，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学院派画家，在对中国

传统的学习与感悟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

这种认识不再是补课式的被动过程，而是一种主动的文化自觉。

文化上的自觉是一种对文化价值高度认同、高度融合的过程，它

标志着对中国文化认识的一种深入。当我们被浮光略影的所谓贴

近文脉等口号所激动时，在我们面前晃动的往往是一种失去文化

依托的伪传统、伪精神，他们的这种贴近更多地是出于一种现实

的需求，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生命层面上的需要。当面对周一新的

这种文化表达时，使我们更加有信心地面对各种能够促进丰富中

国绘画发展的因素，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力量，张扬笔墨的文

化形态，使中国画在当代更完整地显现出中国文化的正大光明之

气，用一种创造的自信去推动中国画的发展。

周一新的创作与探索之路虽然才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这

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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