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当代水墨新经. 党震 / 孙磊主编. -- 石家庄 : 河北
美术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310-6306-3

    Ⅰ. ①当… Ⅱ. ①孙… Ⅲ. ①水墨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Ⅳ.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7725号



DanGDaiSHUiMOXinJinG
COnGSHU

《当代水墨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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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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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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随笔

创
作

韩国电影《杀人回忆》的片头，从玉米叶子上的一只蚂蚱的特写镜头推开，然后是小男孩意图捕捉蚂蚱的

场面，再推开，蚂蚱飞起来，镜头提升至高处俯瞰，一片丰收的原野，蓝天白云，一辆拖拉机载着衣着平

常的中年男子慢吞吞地行驶在田野间的土路上，一群孩子在他后面追闹。男子下车，行走到田边的水沟旁，蹲

下来往一道暗沟的深处看，一具发臭的女尸在黑影里呈现出来——到此画面突兀地从阳光明媚的童话世界

拉回到阴冷残酷的另一极端，这样的手法（平常琐事与杀人事件的突兀并置）一直把主人公逼到人性崩溃

的边缘……导演将复杂人性与有序却又无常的人生放大，逼迫你的视觉与心理，思考藏在表象背后的那些

东西，不得不说是高手。相比较当下国内新水墨作品的样态，我们缺少的不是技术，而是更深远更夺人心

魄的勇气与渴望。

灰墨调、白色、大量的水、反复的勾与染，每一笔都是随意渲泄，都是任性涂抹，可以是夜里雾气中的晃

动树影，可以是行走魂灵的叹息，也可以是梦迷痴语的追述与速记……不具体，却很有力。虚像的力量在

于它的无处着力，当一切都不太具体的时候，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隐约中透出逼人气息。那里有时间、空间，有

人情，有哲学暗喻……有太多欲罢不能、欲言又止的潜姿态，这是我画《白马非马》的意图。

风景手稿
27cm×38cm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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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锻炼

“内在的需求是绘画中一切问题的根基所在。精神和肉体一样，能够通过经常的锻炼得到加强和发展，人

要是不注意身体，就会日渐消瘦。同样的道理，如果精神得不到精心的培养，他就会枯竭。艺术家有必要

懂得如何着手陶冶他的精神。”（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

这段话中的“精神锻炼”提醒我们，画面表现力的提升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视觉形式语言的营造这一层面，这

近似于武侠小说中的“内功修为”。记得多年前曾经在中国美术馆看国内某“大师”办个展，偌大的二楼

三个展厅摆满了近千张作品，其中大量的速写习作因展位有限而直接靠墙放在地上。我实在“钦佩”其几

十年如一日的刻苦精神，但我更加怀疑这种“刻苦精神”——只有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同一种）技术

炫耀，只是让人觉得卖弄——“几十年如一日”，这几十年不就白活了吗？不能陶冶精神、锻炼精神，不

能提升自我的“内功修为”，再多的数量、再大的尺幅都显得空洞与孱弱。而这样的危险同样存在于忙碌

参展与宣传的一线画家身上，同样的浮躁与难于不浮躁。在华丽与严肃的“学术问题”的鞭策之下，我们

的创新是否出自“内在的需求”？且这份“内在的需求”中到底含了多少水分呢？扪心自问，汗颜于自我

的牵强与虚伪。艺术家的杀毒软件的确需要定期升级，并以此作为自警。当某种图式相对稳定，当造型与

构图不再感到有难度，当意境毫无悬念的时候，画面可能越来越完整，但此时的状态却离我们“内在的需求” 

越来越远。如果真能在不断地加强形式语言锤炼的同时，也进行“精神锻炼”，或许可以摆脱“没屁硬挤”

的宿命。

风景手稿
27cm×19cm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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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短文

《水世界》——开启的是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制造绮丽梦境是对现实生活中不堪重负、疲惫心灵的某种

开拓与慰藉。创作思路上借鉴我的导师田黎明先生“温文尔雅的批判”方式，在水与花的乐园中回归青春

时光的单纯，是逃避更是向往，是古典文人情怀的一种现代转化。语言处理上借鉴后期印象派、纳比派的

色彩关系，人物造型有卡通趣味，画面整体感较之“田氏墨骨法”静观自然、天人合一的心性追求多了些

轻松愉悦的现代气息与时尚因素。三两个美女在池塘里游泳戏水，这也是我常画的题材，大约是与所谓

“大众”的唯美需求相妥协，为了造成“雅俗共赏”的局面。某日曾见画界道兄题“栖甜守逸”，颇受启

发，也算是给《水世界》美女洗澡图加了一道格调上的防守底线。其实，雅也罢，俗也罢。绝不可单以题

材来划分，更多要看画面中露出来的气息，这种气息的传递与才情、修养有关，更是画家自身气度的直接

反应。“甜”“俗”“逸”“趣”之间的尺度，明眼人自能把握与分辨。权作一种“栖甜守逸”的雅玩。

风景手稿
27cm×38cm  
2014



党  

震

5

少用色彩，在《虚城》《深水》等近期作品中，我放弃了以往的精细刻画与多样色彩，这原因细细想来，竟

然是内心的惶恐所致。越来越觉得很多刻骨经历变得模糊不清，像是被时间加速氧化褪色的照片，静水微

澜，喧嚣隐去的旷野里，连回忆都不再有回想，就以素墨记录这些惶恐，以平静掩饰背后的撕裂之痛，让

深水覆盖那些曾经，让乱石废墟祭奠过往的人与事。而我，则一天天地老去吧。这样的心境或许太过颓然，而

画面，却如决堤逆流，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爆发力，这是我所未能预期的。

风景手稿
38cm×27cm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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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震的“空间”系列作品有种特别的视觉效应：“明晰之恍惚”。画中立方建筑构形的确然性与通道的多

向性并存，画面中建筑表皮污迹暗示的人为活动的长期性与画面某一截面的丰富肌理引发的即时观看的时

间交错，形成微妙的“实中虚”“断处续”的“空的在场性”，一种“不在的在”。

由此想到戏剧家彼得· 布鲁克早前对戏剧的极简定义 : 选取任何一个空间，称它为空荡的舞台。一个人在

别人的注视之下走过这个空间，这就足以构成一幕“剧场行为”了。那么，一张为观者瞩目的绘画，可否

以及如何“成为剧场”？ 

初看这一系列作品具有摄影的纪实性，的确，党震是根据自己拍摄的一系列建筑物的照片作为“现实模板”，然

后再进行重构形成基本的空间布局，不同的建筑块面组成结构性很强的整体，主要建筑物都用毫不犹豫的

水平、垂直、倾斜的线条标明，某些局部仍然手绘勾勒点染，另一些则直接使用两种不同的拼贴——来自

对墨、水、纸与大理石等特殊基地的综合反应的实验成果构成：一类是栏杆、扶手之类平直的建筑边沿或

者延伸物，另一类具有非人为出来的自然流溢的肌理和意象，功能是构成某一建筑的某个侧面，可称之为“拼

贴截面”。“拼贴截面”和手绘部分的重组在纤薄的宣纸上不引人注目地实现，而且他还常在“拼贴截面”

上用墨线、墨渍、飞白在精细的流溢性肌理中点染、强化三两处的墨迹，退一步，可视作可能的污垢、破损、老

化之处，某种可直观的性状。

这些作品的戏剧性不仅仅在于不同维度、不同建筑表皮截面的重组，还有锐利强硬的“建筑框架”与之上

紧贴着的截面那种表现性、虚构性的“意象情态”形成的张力。后者具有综合性的视觉意象，既有非手绘

的细致肌理，同时某些部门以及手绘的点染又具有表现主义乃至抽象的意象，充分显现出水墨这种特殊媒

材——语言的特性，并使得此“截面”身兼平面结构和微观形象的双重功能。

相对都市建筑丛林构成的冷硬感、坚实感，这些“截面——结构——意象”，似乎在不断溢出自己所在的

那个平面，向其他的空间浸润、扩张，形成诗意的、动态的不安定因素，或者说，属于绘画的“写意”的

部分。

党震摄取的往往是“通道性场所”，出现路、台阶、窗户、玻璃等这些可供穿越、透视、反射的“路径”和“窗口”，一

个人类必经但又具有临时性的过渡场所。其中一些作品类似清场后的“空的剧场”，路面上的痕迹显示着

人们曾经的活动，多向的路径暗示多重的可能性，拼贴截面则来自人们的视觉发现乃至臆想和眼睛的随机、即

时瞩目和游移，这与那些一目了然的固态建筑结构构成对照，而观者的视线既可能被立方实体囚禁、阻碍，也

可以借助那些表现性的“截面——结构——意象”逃逸。

手绘和拼贴的多重结构截面组合、拼贴截面的多义性以及他选择的“通道性场所”本身的多向性，使得他

的绘画的视觉效应不仅向纵深发展，同时也在多个方向、截面上多向度延伸和流溢。或者说，他在建立整

体的空间结构的同时又用大面积的流溢性截面及其肌理效果“侵蚀”和“瓦解”了纵深的“深度幻觉”。

空
的
空
间

之
中
之
外

：

，
周
文
翰

论党震的“空间”系列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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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系列的部分作品出现了人物，诸如男人凝视游泳池中的女人，一个女人坐在餐桌边进行午后遐想，她们

被塑造为毫无个性面目的“某一类人”，而出现的玻璃镜面则构成一个张开的、但是充满虚幻感的“反射——反

映”的中介物，造成某一自我审视和怀疑的距离，使得这一系列作品在貌似稳固的场所中显露出迷失的可

能性，更何况他们身边、脚下的“拼贴平面”上色彩、意向还在沿墙而来，张牙舞爪，说不清楚是莫名的

危险、诱惑还是光怪陆离的生存环境的象征。

这是党震开辟的新场域——他之前的人物绘画建构的“寓言剧场”无论在室外还是室内，都是主观强力虚

构的、超现实的人物与景观的戏剧化组合场景，风景绘画则对准远离城市的乡村、山水，而在新作中，他

直面自己身处的都市这个无比庸常的场所，用手绘和半人工控制的媒材实验品进行拼贴来探索观念性绘画

的新可能。为此，他似乎有意压抑自己的身体感性和技能而代之以更为观念化、技术化的操作。我想，对

他而言，这并不意味着感性力量的退却，而是化合为新的形态进行衍生、集聚、传导，以备新的喷发。

风景手稿
27cm×38cm  
2014

风景手稿
18cm×26cm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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