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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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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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工笔画色彩的当代精神语境

创
作

在逐渐工业化，信息时代的今天这种标准赖以生存的文化情境已经消失，在我们关注现实情境的同时，同样

需当下精神价值取向来思考、审认传统，领悟新文化形态所具有的意义。

在新的人文景观中寻找合适的、创造性的形式语言和符号。

在现实传统样式及内容已难以使中国画在实质上进入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活中，应寻求切入现实，干预生活的

新维度，以体现理性的时代精神和灵魂本质的深刻思考，以实质性的内容开拓中国工笔画的创新。

新的文化不能完全套用传统的形式表达，而应确立新的文化价值标准。作品一经和新的生活经验及艺术经验

发生作用，便获得新的特征和表现。寻找合适的母题，形成新的语言符号和新的规范。

视觉图像是作者内心体验的外在表现，我们在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现实情境的同时，须以当下精神价值重新思

考传统的中国画，以新的艺术观念审认传统，用个人方式抽离中国画言语固有的观念和式样，强调主体的认

识个人经验、直觉、潜意识及心理幻觉的表达。

强化色彩自身的精神深度，突破和超越传统色彩所负载的价值取向。向工笔画色彩确立新的“能指”，图像

结构支配并体现图像生命的符号，使工笔画的格局拓展有着多种变异的可能性。

所谓的规范性标准只不过是前人根据特定审美追求对水墨画媒材性能的一种认识结果。

创作草图

随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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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色彩的理论与运用，能使画家自由地达到抒心写意的意象境界，但同时也导致画家面对五彩斑斓的世界

的直觉与感觉在表现力上的束缚，就视觉图像而言，作为绘画本体的色彩表现空间和感染力大为减弱，这也

使得中国画在风格多样的当代艺术潮流中难以融入其中。

复兴并重构工笔画色彩语言体系已是无法避开的话题。

表面上看，西方现代艺术中色彩的象征性和主观性与传统中国画色彩观有共同的一面，但重要的是：西方现

代艺术的色彩观与传统中国画的色彩观所不同的是，中国画主要是通过物象而有感而发，故色彩仍是以物象

依附为基础的；而西方现代艺术的主观意识则是更为精神幻化，更为强化色彩的自觉，是对生命体验的直接

流露。

在当下，艺术观念的更新远比图式本身的演变要重要得多。

精神出发点的差异，势必引导风格上形式趣味的异同，这对新的工具材料和技法运用的尝试也带来了众多的

可能性。近年来工笔画色彩媒材，从传统的宣纸绢，延伸到云肌麻纸、皮纸、亚麻布等。颜料也从以矿物质

色和植物质色为主的传统颜色扩展到水彩、丙烯等色的选用，大量的中间色系，使画家在色相的选择上有了

更多的自由。不同材料形成了画面光泽、色相质感和肌理等艺术效果。工具材料成为作者感觉的延伸。传统

的技法与无法承载新的审美表达，在不断的实验过程中，诸多的新技法应运而生，如厚涂、堆积、拓印、喷

绘等等。渲染手法从水彩画、日本画等艺术中吸收了诸如皴染、积染。碰染、烘染等，这些都极大地拓展和

丰富了工笔画色彩的表现力在全部的视觉历史中获得综合创造的想象力。

在我近期的工笔画创作中以往明快浓烈的色彩演绎为具有象征意味的中性灰色，画面追求朦胧的形色纠缠的

效果，而这种色调的处理与我所追求的静谧疏离的心理描述相吻合，以自言自语的逍遥姿态独来独往于现实

与幻想之间，关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神秘的离合关系，捕捉生命中偶然呈现的诗意瞬间。清晰的形象消隐

为悬浮飘忽的精神。

人物泛表情化的处理符合内省性的心理描写，意在刻画人类心灵阴柔的一面。以现实离异者的身体把遭遇的

真实转入到自我捕捉快慰式的私语空间中，营造一个想象与现实相凝聚的意象世界。

色彩语言是一种内省式的体验方式，它的推进程度是体现精神的疏离程度，我们往往陷于语言层面上的危机

意识，实质上是画家主体意识的危机，只有源于精神的探索，语言才能具有持续的内驱力。

艺术史是一部关于视觉方式的历史，更是一部表现人类精神演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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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眼睛

形式语言是一种内省式的体验方式，是一个触及精神视角的东西。它的推进程度。是体现精神的疏离程度。

只有源于精神的探索，语言才能具有持续的内驱力。

风格上的形式趣味的差异，其根本点则是画家精神出发点上的差异。

用精神的眼睛来感验现实社会的生存空间，体验生命存在深层里遭遇的真实，把留在记忆层面上的生活话语

转换出来，通过对自我价值的认可来重新看待存在的能指倾向。

关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神秘的离合关系，捕捉生命中偶然呈现的诗意瞬间，透过视觉的表层，以一种诗化

的距离来叙述想象与现实相凝聚的镜像世界。

当观者站在图像的背后，心灵将与之交往，它使我们与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保持距寓，而重新唤起人们对自

身生存问题的关注。对生存的自省与对现实的审度，使水墨画进入“人”的生存空间。

对于现实，我们常常会显得无所适从，唯能聊以自慰的是，我们还有着一双精神的眼睛。我们仍能以绘画的

方式延续着对某种理想的坚持。

鸟语
60cm×60cm  漆画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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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

我出生于“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印象中似乎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熙熙攘攘的狂热人群。那种种众生狂

欢的景象使我莫名地兴奋和恐惧，茫然地注视着周围无法理喻的一切，犹如生活在梦境，这一切深深地存放

在我的记忆之中。以后的日子里这种奇异的情境在与现实相对应的语境中不断地漂浮出来，不自觉地成为日

后我绘画的素材资源，童年时代的惶恐与欢乐不时交叉地从画面深处生发出来。

在校时所学的是工艺绘画专业，各种画种、范式都学，这使我较为全面地接触到了视觉艺术的全部历史。直

至今天，仍庆幸的正是经历过这种触类旁通的训练，我才能轻松自如地将不同的艺术语言不露痕迹地糅合在

一起，在全部的文化传统中获得视觉的、综合创造的想象力。这期间受形而上画派和超现实主义画派的启示，

热爱那些描述梦呓气息的大师作品，如包西、基里科等。我这段时期的作品多为一种无中心的构图，人物倒错、

场面繁复，充满怪异迷狂的情绪宣泄，以愉快的话语来叙述想象与现实向事例融合的意向图景。而这种奇异

的恣狂常常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将我引入超验世界之中。

从 1995 年起，苦涩困惑、无所适从的都市体验使我将作品的精神切入点确立在对“人”的深层意义上思考，

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放弃对物质的直接感受上，寻求一种诗化的距离，揭示表象底层的另一种真实，以

自言自语的逍遥姿态独来独往于现实与幻想之间。以往清晰的形象消隐为悬浮飘逸的精神符号；人物泛表情

化的处理符合内省性灰色，意在刻画人类心灵阴柔的一面，以现实离异者的身份把遭遇的真实转入到自我满

足 的 快 慰 式 的

私语家中间。

用 精 神 的 眼 睛

重新审度现实，

仍 将 是 我 未 来

一 段 时 期 内 创

作行为的态度。

在 实 验 过 程 中

引 导 出 新 的 体

验 并 使 之 向 纵

深 推 进， 用 不

断 完 善 的 个 人

使 在 当 下 已 成

失 语 状 态 的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工

笔 画 具 备 进 入

当 代 文 化 语 境

的性质。

皖南写生
40cm×50cm  水粉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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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东（以下简称吴）：你的创作风格似乎从一开始就与别的国画家有所不同，能说一下这方面的原因么？

崔进（以下简称崔）：南京是个传统文化氛围十分浓郁的地方，但是我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南京艺术学院读

书时，正值“ ’85 新潮”时期，文艺界思想颇为活跃，各种主义、新流派、新团体层出不穷。社会上文艺思

潮的剧烈变革，对我的思想也产生了剧烈的撞击，一时间陷入了兴奋和茫然中。只好从学校的图书馆里的前

人画册和著作中寻找自己着迷的东西。那几年几乎阅遍了图书馆里所有的古今中外画册，试图寻找触动自己

感觉的艺术家及其作品，以马格利特、契里柯、达利、巴尔蒂斯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超现实主义画派的那些描

写梦呓的作品，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帮我打开了传统文化之外的另一扇大门。

后来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和艺术理解力的不断提高，我发现传统文化的规范性标准，只不过是前人根据特定

审视的一种认识结果，在逐渐都市化信息时代的今天，这种赖以生存的文化情景已经消失，已无法寻找到农

业文明氛围中所形成的样式背景，也难以表现当代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在文化变革的时期，我们在以敏锐的

目光关注现实情景的同时，同样须以当下精神价值和审美取向来思考传统文化，以新的价值观念重新审视传

统，确立新的价值规范。对于传统的传承，我们认为不是简单的沿袭传统笔墨的一招一式，也不是继承传统

的审美情境，而是一种广义的继承气息和认识，是一种文化的继承。而不仅仅是抓住前人的笔墨标准不放并

在创作中将之延伸，以不断完善的个人方式，使在当下已成失语状态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具备进入当代

文化语境。基于这样的认识，从最初的工笔画创作时我便刻意寻求在技术上与传统工笔画和学院工笔画拉开

距离，仅是在材料和某些技巧的运用上传承了一些工笔画的方式，如勾勒、渲染等，图式和技术则更多地借

鉴了其他诸多艺术门类，如壁画、民间美术及西方艺术等，无论从观念还是构图、造型、设色等都与前人的

工笔画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其实与我所学的专业有关，以平面的手法处理画面似乎更为得心应手。

我画的第一幅国画叫《红色的记忆》，这幅画对我启发很大，因为我当时不会画传统意义上的国画，当时在

学校上了一个月的工笔基础课，我

在学校真正学的工笔画时间就这

一个月。教研室设置这个课程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了解中国传

统绘画，教课的老师也不是专业

的工笔画老师，主要以临摹古代

作品为主。

1991 年中国画研究院搞了一个展

览，我送了《红色的记忆》参加，现

在看来当时那张画的线条勾勒渲

染都不是特别好，但是人物形象

吸收了很多剪纸及年画的造型因

素，我把剪纸的形象符号用国画

的形式表现出来，运用包西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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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构图处理作品的方法，营造熙熙攘攘的众人狂欢的景象，后来居然还获得了特等奖（第一名）。当时的评

委刘勃舒就评价说：“你画中的人物形象很创新，大家原来都没有见过，你这画是满票。”我说：“其实我

是不懂国画怎么画。”情况的确如此，我在学校里所学的工笔画只是最简单的勾线、填色、渲染，也仅仅是

皮毛，但是我对于绘画的图式理解比对技法来说更敏感。

当我到欧洲第一次看到卢梭、马格利特等人的原作时，感到很吃惊，觉得他们的作品从技术上讲距离古典大

师的“标准”太远了。他们作品里面几乎看不到什么技术含量，像卢梭本来是个业余画家，但是他却描绘出

了被现实遮蔽了的游弋的灵魂。西方人认为创造比传承更重要，特别是进入现代艺术之后，绘画作为视觉图

像的一种，其识别性和唯一性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在传统技术之外应该更为注重作

品图式的创新。

我们讲对传统的理解，并不是说古人怎么画你就怎么画，一招一式学过来就是传承。继承传统更多的是一种

气息的继承，是一种“大文化”的继承，比如说像赵无极。赵无极在西方能站得住脚，主要是因为他的绘画

具有很东方的文化内涵，把象形文字等大量的东方文化元素融入到他的作品中去，东方人能理解，西方人也

喜欢看。还有你比如说像蔡国强他的作品也很国际化，还有谷文达等。你需要把传统的文化内涵与现代的文

化符号相融合起来，能够将传统的文化气息表现出来就已经够传统的了，所以没必要非得一模一样。

吴：你的工笔画中吸收了国画、油画、漆画、壁画等多个画种的技法，使你的作品厚重耐读，具有很强的艺

术表现力，你是如何做到把这些技法完美地融合在你作品中的呢？

崔：这要得益于二十多年前我的本科专业——工艺绘画，这个专业类似于壁画、漆画之类。因为专业基础课

的原因，学的比较杂，各种艺术门类似乎都接触过，油画、水粉、国画、壁画、民间美术（如年画、剪纸等）、西

方的现当代艺术都学过，当时对每个画科的兴趣都很浓郁，紧张而充实地学习，使我受益匪浅，为我今天的

艺术形式的形成夯实了基础。

每一个经验都被运用到创作中，如那时的美术教育注重速写，进校后又临摹了好多连环画。这对后来的创作

在构图、人物造型等方面很有帮助，乃至我现在还用一些速写的笔法来绘制极具动感的人物形象。写实油画

的技法吸收到工笔画中，改变了一些传统的渲染方法，使画面显得厚涩。漆画有多种技法其实与当代日本画

很接近，近来较为流行的岩彩画，其技法几乎在漆画中都有运用，如漆画中如涂、窑变、打磨等技法吸收到

工笔画中，丰富了工笔画的肌理表现效果，至于壁画几乎就是与国画互为发展的。相当多的壁画其实就是以

工笔重彩的形式来表现的，壁画的充盈构图、绚丽色彩对我的影响很大。现代艺术中的平面构成手法对现代

工笔画也很有启发。所以说，若从技术层面来说，各个艺术门类都接触一些，无疑是一种触类旁通式的训练，从

中将不同的艺术语言不露痕迹地糅合在一起，在全部的文化传统中获得视觉的综合创造的想象力，从而形成

和完善我的绘画形式语言。

吴：我们发现从 1990 年至今，你的创作风格还是变化较大的，能谈谈这个变化过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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