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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水墨新经》
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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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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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观念应是一个艺术家对客观事物的独特认知，是艺术家个性特征及思考途径的一种表达方式，是艺术

家作品的思想灵魂，而艺术创作的真正价值应该是通过艺术观念与艺术表现语言的完美结合得以体现。

我认为时代的变迁、社会环境的改变及今天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逐渐改变人们的视觉审美要求的

过程。身处在后工业和后现代社会中的艺术家不得不对原有的审美标准进行重新审视与思考，将原有的艺

术表达架构进行重新拆解、编码、组合，创造出一种合乎时代进程、合乎当下审美感受的艺术表现样式。如

同一个音乐家将 7 个音符进行重新排列，组合成新的乐章一样，从表面上看这种重新编排的乐章似乎会被

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传统”的原始审美价值视为一种“叛逆”，但事实上，从这些“叛逆”的作品的内涵

中又不难发现其艺术语言和思想内涵并没有丧失传统的艺术价值，而是注重时代的感受，依托于传统文化

之上，恰当地借用外来的元素，对当下的社会现状、人的精神及思想状态做出新的诠释，是符合艺术和社

会发展规律的。

长期以来，每当谈起中国画的当代性问题，都会引发起人们激烈的争论。艺术的传统和当代之间到底是什

么样的关系？是割裂和对立？还是相互依存、相互转换、相辅相成的？我的见解：“生活在今天的人看来，无

论是中国的唐宋元明清还是欧洲的文艺复兴，都无疑被视为传统艺术，但我们在品读那些传统的经典作品

时，却可以发现其中与今天的当代艺术相似的表现手法，比如徽宗的《听琴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

图》，我们都可以透过华丽、精美的画面，感受到作者在画面背后那种隐喻无尽的惆怅和哀怨，这种隐藏

在作品图像背后的令人揣摩不尽的深层寓意的表现手法，正是当代艺术把现代观念赋予到艺术作品中的特

有共性。而我们更可以在当代艺术作品中轻而易举找到诸多的传统元素。这种共性说明了传统与当代之间

的辩证关系，即传统与当代相互依存，相互转换，缺一不可，我们古代的先贤们为我们今天缔造了优秀的

传统，今天的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为将来创造新的传统。”

当代的艺术家们正致力于在传统和当代的共性中摸索，在多元化及中西交汇的艺术格局中寻找出路，探寻

合乎时代特征的现代艺术语言，从而勾勒出属于当代中国文化独有的自由、多样的中国绘画风格形态。

作为一个注重思想观念表达的当代艺术家，我尝试过丙烯、装置、陶瓷等多种手法进行创作，但或许和我

从小学画的经历及自身的个性有关，唯独对三矾九染——这一中国工笔画传统技艺情有独钟，迷恋于那种

古老的循序渐进、精微细作的手工制作的感觉和严格谨慎的制作程序。

我们这一代从小接受的都是素描、色彩等西式的造型培养，对于中国绘画传统造型语言的认知存在先天的

不足。因而，如果不是画家个人的原因如家传或者有某些特殊的经历，在上美院之前很难触及和体会到中

国绘画传统里最本质的东西…… 

我一直庆幸在 14 岁时跟随老一代工笔画家屠孝颖先生系统地学习了传统地工笔画技法，使得今天的创作如

鱼得水，以及后来在国外生活和创作的经历，让我置身其中反而得以冷静地用一种第三者的眼光来重新审

视西方现代艺术和中国的绘画传统。用我自己的话讲：“那时我既不是澳洲土地上生长，也没有了国内的

背景，当你发现自己不中不西的时候，也许你就是你自己。以前在国内视而不见的许多问题，一下变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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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化，当周围充斥着各种前卫、新鲜的当代艺术的时候，不禁会问，中国人真要这么做才是当代艺术吗？一

定要跟着西方人走吗？我是谁？我在哪里？”在东西方艺术的比较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和自信，那

就是传承了中国千年绘画辉煌史的工笔画传统。

“三矾九染”是中国绘画传统中最具特色的表现语言，所谓染，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的渐进过程，一个月、两

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仿佛一个虔诚的悟道者，长期端坐，诵经炼文，因此修行之深。染的过程就是我

的创作过程、思考过程、与古代先贤们和作品的颜料、纸张的交流过程，这个过程让我时而欣喜若狂、时

而忧虑万分、时而深邃思考、时而激性昂扬。幻似与古典大师对坐，意念深处的动情世界，无论是文艺复

兴的经典之作，还是中国古代绘画折射出的哲学理论，都能寻找到这些古代先贤们给世人遗留下来的无尽

的担忧……

艺术的功能应该是社会化的，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作品不应该冷冰冰的悬挂在美术馆里，要和所处的时代、社

会环境和人民产生关系，让艺术进入百姓的生活，让艺术改变生活。让观众参与创作，让观众参与交流一

直是我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的作画过程就如同和一个知心的朋友就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进行交谈，而这种交谈不是激进的、短暂地

宣泄，而是在一个舒缓而安详的气氛中，就一个共同的话题，进行一场长时间的、私密的、非公开性的讨论，言

语间我们提出设想，阐明观点，提出意见和见解，测试因果关系，交谈从一个话题开始，逐渐地丰富和深

入，不断地挖掘主题，谈到精彩之处时我们都会情不自禁的感到兴奋和激动，也充满迂回曲折，层层递进……

通过毛笔、水、墨和颜料与绢丝的反复接触，一遍遍的渲染、罩染、清洗、矾水的不断重复，将作品中的

细节在此过程中逐步显现，随着制作工艺的不断深入，伴随着偶尔出现的意外效果，使得整个创作过程充

满了活力、变幻和诱惑，也让我的创作情感可以保持至终，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是半年、一年……认真而

严谨的完成对作品中每一个图像的描绘和部署，直至所有的细节被层层揭开并最终完成。此时，这场图示

性的交谈已不再关乎如何运用工笔画特有的表现语言来表达作品最初所要构建的观念，而是如何能把自己

的创作思想和那些隐晦在作品中的内容传达给观众？我期待着观众可以通过对画面中的所有细节的阅读，发

现我隐埋的各种微小线索，并沿着这些线索进入到预设的话题，开始新一轮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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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金沙一直以别具一格的创作手法、巧妙的绘画语言和深邃的哲理思维，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画作给予独

特的当代性诠释，并将极富智慧的隐喻、魔幻般的冷幽默与他精湛的中国传统工笔画技艺，天衣无缝地完美融合

为一体，表达他对当代社会的思考和情感。

在《向大师致敬》系列作品中，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皮埃罗·德拉·弗兰西斯卡的名作《乌比诺公爵和公爵夫人

像》，被金沙颠覆性地抛开了人物实体的真实感，只在画面上留下了华丽的服饰和光彩夺目的珠光宝气；原作背

景中的那个和煦、宁静的田园风光，也在金沙笔下被巧妙而不留痕迹地转换成了另外一番景象：正在喷发炽热岩

流的火山、盘旋在天空上的战机、在蓝黑色大海里游弋的战舰、正在射击的士兵……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战争杀

戮，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类对大自然肆意侵毁的惨烈场面，在这种不露声色的叙述中和前景的庄重与华丽形成

了巨大的反差。

这种种使人担惊和不安的景象与弗兰西斯卡的历史名作中的那种恬静和优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奢华的表象

背后艺术家似乎在和人们述说着对当代社会虚妄的绝望。 

画面中，乌比诺公爵的面部被剔除，只剩下了代表权贵的红色帽子和服饰，比利时超现实主义大师马格里特笔下

著名的烟斗也穿越时空，荒谬地悬浮在空中，被艺术家精心地安排在了被隐去的人物嘴的位置，不仅让人隐约地

感觉到原作中的人物依然存在，同时，人性中的权力、残暴与贪婪，也从没有因时间的推移、人物的更换而改

变，欲望和诱惑始终伴随在我们身边……此时此刻，哲学家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和柏拉图的“本质先于存在”

两种不同的哲学观念，被巧妙地贯穿在了一起。金沙似乎正在暗示着人们，我们眼前看到的并非就真实的存在，也

许只是本质的一个表象符号。

金沙画笔下的乌比诺公爵夫人，不再以端庄威严的面容受到关注，那个只有绚丽奢侈的头饰而没有脸的形象，如

同一个没有灵魂的虚壳，圣经中的那只诱惑了夏娃，给人类带来了灾难的苹果，被悬挂在夫人消失的面孔前，象

征了对诱惑、财富和权力的贪婪。这一对欧洲艺术史上著名的夫妇像，在艺术家金沙笔下变成了看不到面孔的、空

洞的和荒诞无稽、没有灵肉的躯壳，只剩下服饰珠宝代表着他们的权贵身份。至于那只突兀的烟斗和空悬着的苹

果，正隐喻着人类因为贪婪而最终将被驱逐出伊甸园的预言。作品中，艺术家借用了圣经中有关人类（男人和女

人）的灾难到来前的各种现象的描绘，如极度自私、崇拜金钱、伪善、傲慢、没有爱心等文字，告诫世人尊重自

己、关爱环境、友善他人……

金沙认为艺术家是一个特殊的职业，艺术是一种可以和许多不同的人进行思想交流和心灵沟通的特殊方式，是一

份来自上帝的厚礼。艺术的最大功能应该是社会化的，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作品不应该冷冰冰地悬挂在美术馆

里，要和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和人产生关系，让艺术进入人们的生活，让艺术改变生活，让观众参与创作，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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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参与交流一直是金沙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正如他所说：“我的作画过程就如同和一个知心的朋友就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进行交谈，而这种交谈不是激进

的、短暂的宣泄，而是在一个舒缓而安详的气氛中，就一个共同的话题，进行一场长时间的、私密的、非公开性

的讨论，言语间我们可以相互提出设想，阐明观点，提出意见和见解，测试因果关系，让话题逐渐丰富和深入，不

断挖掘主题，谈到精彩之处时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兴奋和激动，也充满迂回曲折，层层递进……随着制作工

艺的不断深入，认真而严谨地完成对作品中每一个图像的描绘和部署，直至所有的细节被层层揭开并最终完成，其

中，最重要的是预留下可供观众参与和交流的空间。之后，我便期待着观众的参与，期待着他们可以通过对画面

中的所有细节阅读，发现我隐埋的各种微小线索，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从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角度与我展

开新一轮的更为精彩的交谈……”

因而，在他的《向大师致敬》系列作品中，金沙有意将原作中经典形象的面部剔除，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当今社

会中的种种现象，特别是经济高度发展所引发的文化商品化以及未来可能导致的文化消亡等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另

一方面为了使观众得以参与其中，而不会被画面中熟悉的图像诱导，带入错误的方向。画面中空置的形象不再被

局限为特定的人，观画者可以将自己的经历置入其中……

我问金沙为什么选择西方艺术史上最具有影响力和标志性成就的大师之作进行对话和重新诠释，比如莱奥纳多、弗

兰西斯卡、凡爱克、贝利尼。他告诉我，当今全球化的巨大变革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无论是中

国还是西方，人们都在不断地近距离接触、交往、反抗、适应和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无论在心理还是生理上都在

主动或是被动地逐步接受或改变着传统的生活习俗、意识形态来顺应这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而在这个过程

中，他更喜欢站在文化的立场上关注东、西方艺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研究它们具有代表意义的标志性符号和

图像，探寻东西方文化精髓的内在关联，来表达对当今世界东西方社会所共同关注的一些问题的思考。

在《向大师致敬》系列作品中，他不仅借助马格里特的标志性作品 《这不只是一支烟斗》和圣经中的苹果来象

征男人与女人，暗示人类的贪婪，既是对存在的实体与本质的先后寓示，也是对人类本性的一个形象的抨击，还

以圣经中的文字来增加了其内涵，强化这一命题。

金沙的作品在唤起人们对当代社会的深思和反省：关注人类的贪婪和权欲导致的破坏与毁灭，唤醒人类的纯良天

性，同时，在当今全球化和经济迅猛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商业化日益严重的社会环境所带来的文化商品化以及可

能导致的未来文化消逝的趋势，将是东西方共同面对的问题。金沙正通过他的艺术创作提醒人们应该警惕悠久文

明的流逝，对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的传承，重新找回人们对各自文化和传统的敬仰。

“作为艺术家，我们应该有责任和义务，让正在逐渐消逝的文明停止或者至少可以让消逝的脚步放缓……”金沙

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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