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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的意思是说真正的美是不需要告知天下的。不谙庄子哲学观的人读

来实在费解，难道美不需要人知吗？当然不是，大美是要人知的，而且大美需要用“卓越的光芒四射的

智慧”来赋予它生机，所以面对自然之大美需要有不一般的心灵来敬仰、来诠释。

我们知道，如若思考“墨”以及“墨”的大美，就要追溯到作为文明发端的笔与墨的最初，追溯到

笔与墨相互作用而生发出的大美之境，并在那里认真思考。

事实上，中国远古文明并不发端于文字，有文字记载是后来的事。但是，从泥版、从坚硬的竹简过

渡到宣纸与柔软的毛笔，这个过程本身却充满了浪漫和伟大的意义。笔墨作为最为简单又最为繁复的书

写形态被发现和应用，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开发。

“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文明智慧之下的笔墨之道，近似其境，笔墨的形态魅力也基于此。

古人称绘画并不为笔墨，而谓之“丹青”，称中国画为“笔墨”，是近当代的事情。而且，实际上

仅是就中国画的某种形态而言的。我们现在所研究的“笔意墨韵”和古人的六法的出发点不同，这种不

同是因为当下画家基本是西方造型艺术体系——以训练塑造表达能力为主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专

门人才，他们对自然事物的思考不同于古人，古人的自然观也不同于我们。但是，时代并没有因为我们

已跨入科学的世纪，就不敬畏开天辟地的那些古老说教了。

实际上，中国人人性中固有的崇尚天地的品行一脉相承，不曾割裂。

正因了这种对自然的迷恋、对传统的敬畏，使得水墨在现代化社会仍是当代艺术中较为深刻地表达

民间意识和专注学术态度的艺术样式。在这里所有以自然形态的出发都势必成为人与自然在水墨延展中

的主题类型。文脉上的“大境”“小情”和谐地归于一个新旧共为的概念——“参天地，赞化育”。我

们更深有体会地是笔墨被更多的用在了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的构建上，用在了关乎画家自身情感的修葺

和素养的修正上。

笔墨是否抵达了艺术的那个“境”？“笔墨之用”替代笔墨之境可否成为中国画的又一核心？当新

理念、新概念、新笔墨，顺理成章地组成了当代绘画的语言体系时，也许我们会以为从广义上的笔墨之

用的操作中，消解了狭义上的笔墨之境，但我们的一切努力依然如旅古人的笔墨观——塑笔墨以灵魂。

我们现在仔细看看当代画家的作品，同时也要认真地看看我们所处的时代，或许就可以看到一位位

画家，一个个群体，在社会前进中的表现。他们不仅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个人生活，而且还充实着、改变

着社会得以建立起来的艺术的审美体系。 

我们知道笔与墨是中国画最为本质的两个因素。以毛笔为工具，在宣纸上不管是写，还是画，还是

行线，都要留有笔痕，而宽窄长短则是一个人习惯的事。笔的媒介是墨、是彩、是水，要利用它们就要

用好它们的规则方法。所谓大小、所谓浓淡、所谓水渍墨彩之韵，是方法，是结果，是一个人的尺度。

所谓心象或者心迹，是一个人看待世界、理解世界、思考世界，留在头脑中的烙印。笔与墨这个最基本

的传统没有变，中国画赖以生存的根基也没有变，只是个人的理解有所变，只是笔墨的大美之境有所变。

“大美墨韵——当代中国著名青年国画家学术邀请展”选择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与 70 年代出生的十

序

文 / 郑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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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位画家，旨在以水墨艺术为旗帜，以弘扬水墨固有的和艺术家所能创造出的“大美”之象为己任，广

泛地在当代推广传统艺术，期望识读水墨艺术的极广意义，向社会展现丰富多彩又独具个性的画家魅力。

这是“大美墨韵”的能力和智慧。

“大美墨韵”取意于庄子的智慧，毋庸置疑。作为一个艺术推广机构，它以弘扬大美为己任，识读

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媒介——墨，这实在是最恰当和最击要害的选择与出发。

王晓辉的绘画创作，源于他对写生的理解和崇尚，以及对小幅作品的审美坚持。他的绘画强调行线

的恰到好处和笔墨的扩张性，他开创性地将笔墨的无限意义植入在有限的画面上，令其掌心之大的绘画

有着别具一格的审美——独树、强烈而鲜明，开立线性笔墨的探索。

石峰的笔墨是对传统的释读，从文化理解中衍变而来。他的造型庄重而儒雅，即便是山峰凌厉也会

在设色里找回温柔的那一面，这与他秉持的中国传统中和之精神有关，更与山水强调的人文关怀意识有

关，因而，在作品里他强调了文化与情怀的普遍意义。

丘挺的山水画，仰望、俯览，意象无尽，在他的当下笔墨里皆宋元精神。传统意义下的“游目骋观”

更体现在玄对山水的意蕴，宣明独在、笔笔见情怀。只是在澄怀观道里味“当代之象”更多，更明晰，

也更见融于彩墨描绘的“当下性”。丘挺作为当代鲜有的几位美术博士，他对传统的坚持令他更独特。

乔宜男的花鸟画有极重的结构意识，平面感极强，但没有丝毫的装饰味道。他笔墨强调“律动”，

但，一定是在一个统一的形式里，得到发挥和增进。我认为他用极重的感觉来描绘清淡的雅趣，有些“举

重若轻”的意思，这是一种智慧。在花鸟画里见山水之品格，充分表达出了当代画家对传统文化的梳理

和辨识力。

刘泉义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他心性里的“族裔”情怀压倒了一切。这不仅仅因为他许久以来一

直专注“苗族人”的描绘，更重要的是他迷恋对“银饰”的刻画。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几乎所有的少

数民族都有寄予饰品以最大愿望和幸福的习俗。刘泉义的绘“饰品”还有“盛装”所用之功大于人物的

刻画，我想他完全理解宗教之外“饰品盛装”的精神意义，这种独到有着重大的审美意义。

纪连彬同样把精神意义看作是艺术最重要的努力方向。他以人类最慷慨无私的祈福——吉祥，通过

天地人之间的关系表达，凸显了生命的主题。将文化与宗教在生活中的结晶，描绘在云端之间，就是要

弘扬天地吉祥的宽阔情感和道德意识，其作品有着浓烈的形而上的色彩，用笔用意皆在一种德与智的颂

咏间，而且情怀广大。

李勇的绘画就是一种状态，神秘而且浸淫着怀念之情，奇特而又不近世俗。之所以这样说，还是感

到李勇的艺术诉求一直是源于精神的层面，这和所谓的文人画有着根本的不一样的出发点。李勇的神秘

有些近乎聊斋的怪异，但他很安然和沉着，他让你在没有实感的前提下领略一个故事，里面透着的智慧

和仙气，令人怀想。

张正民也很智慧，他的智慧里有太多淳朴和幽默。他说他做过新农村调查，他也描述出了所调查的

结论，但是他所体现的新农村是他“眼镜”里的“新乡土”。或许对现实的农村道德与农村生活，张正

民怀有不可思议的体味，他举起“新造型”的笔墨，达到了别出心裁，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带入到世风的

最深处，让你无法不随他而进入当代新农村。

张望有很重的城市与歌者的情怀。在形式与笔墨、当代与传统、哲学与行为、唯美与纯稚等这样一

些领域，他作出最为华彩的选择，并在其间开立了新笔墨境。他的笔墨，不但有精湛的技术性且有稳定

的审美取值，鲜明而稳定，其笔墨意义合乎“技近乎于道”的道统之规。我以为以“笔墨境”来诠释他

的绘画意义及审美价值，最恰当。

范治斌的绘画经典味道很浓。很经典的画面里泛着淡淡的乡愁气息。知识分子的品行与悟性，使得

他对生活充满了信任和责任。也正因此，他的作品画面纯稚，墨彩明朗，毫无含糊之意，他较为理性地

看待了笔墨的生发与延展，而且在其中注入了当代人最为典范的品质——知性，其意义很典雅，更见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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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军的花鸟画，深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嘉木奇卉语珍禽的野意雅趣。他的作品情

趣与意象相熨帖，抒发出的艺术情感清澈透明、超越尘俗、心象横生。当然他的人物画在空间与人文理

念的把握上，更具气象。他的人物刻画，有着独到的处理，墨韵与线性都很妙到，在其间他蒙养的是天

地情志。

贾广健的工笔花鸟画有当代的气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工笔花鸟画气息鲜活。我们知道，世

上最好的语言并不像生活，艺术不能只一味贴近生活，它在多重意义上可以表达与陈述生活。高雅而脱

离了生活，或者脱离了匠气的艺术语言，更加弥足珍贵。对古人、对工笔经典语言的研究，使其确立了

一个亦俗亦雅的当代工笔花鸟画的新感觉。

曹宝泉有些“意识流”色彩，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从细微处思考生活、思考当下，也在于他将生活的

某些显而易见的本质掩饰于笔墨下。一床凌乱的大花被遮盖住他要说的……他将合理庸常的生活方式用

不经意的方式呈现给你去品咂，其实他要说的却是这些笔墨语言后面的那个原本，是生活中最宝贵的幽

默精神。

隋牟画了很多有菩萨的画，想要表达出他对佛的敬仰，他将简单归为他所理解的禅意的极静处，这

一念，毋庸置疑。单单就虚无和似有非有之间，隋牟以为可以有很大的空间，让他走进去，在那里可以“中

庸”地看世界，也可以用“虚无”的笔墨姿态对待道家的无为，他力图以有形的艺术来表达无形的理念。

韩璐的花鸟画感觉上很凌冽，看上去有些冷艳和决绝。他很有理性的尺度，他很在意给予最能随波

逐流的笔墨以肯定与执著的姿态，他的主观选择在他的画媵字句间显现无遗。他说：我从昨日来今日，

今日方知今日吾。我从今日造明日，今日即是明日吾。另外要说的“画媵”就是画中的题诗题跋的古说法。

以上十五位画家来自不同地方，生活际遇有着根本上的异样，但情形相同的是他们的时代背景和个

人教育背景有着极强的一致性：都受过完整系统的艺术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相同特征——善于思考，

直抵笔墨传统的核心。他们没有谁谁弟子、谁谁再传弟子的恶俗之气，品格与品质尤其显重。当然他们

又都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人，深谙当代文化世界性的道理，作品中对于新笔墨的探索和追求显而易见。

“当代中国著名青年国画家学术邀请展”是“大美墨韵”推出的一个系列展，它选择了当下最为关

键的十余位画家，作为此次展览的核心

所谓“关键”可以这样理解——十五个画家的小我，是一个大美的构筑，是风景前行中的流动与变化，

既突出又融合的是两个年代的艺术家的灵魂。

他们是坚定且坚实的实干主义的拥趸者，深知“山积而高，泽积而长”；他们有他们的独特，他们

拥有的“自我”基于有方向的努力。我认为，他们代表着当下水墨画的发展方向，我深感不久的将来，

他们当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渐重的代表画家。大美墨韵选择他们，足见其深远的理念和建树，当然，

这也将是他们一同坚持的学术追求。

汉代的恒宽说过“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古人如此，今人何堪？这是人文与政治的一个

重要原则，也是人类的发展历史观，这个展览的意义和价值，我想正源于此。

大美墨韵对相似背景下的这样一些画家进行研究和推广的努力尝试，在给每个画家进行对比的机会

下，完成了最有现实意义的一项工作，是一次艺术与思想碰撞的结果——不同画家的差异与艺术背景一

致之间的对撞，尤其显得有趣而独特。在其间，画家们能够呈现自己的说话方式和交流态度，轻松自由，

开宗明志，谁又会不参加呢？

把这个活动放在当下文化观念与思考语境里理解与解释，其重要性显而易见。

2014 年 6 月 17 日

（作者为当代著名美术批评家 汶源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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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和
平
·
纪
念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胜
利

5
0

周
年
国
际
美
术
大
展
金
奖
。

参
加
人
类
与
环
境—

—

亚
西
亚
美
术
作
品
邀
请
展
。

参
加
建
军
七
十
周
年
全
国
美
展
，
中
国
当
代
名
家
邀
请
展
，
获
中
国
当
代
素
描
大
展
奖
。

参
加
现
代
美
术
研
究
所
学
术
邀
请
展
，
获
民
族
魂
·
国
土
情—

—

全
国
中
国
画
展
优
秀
奖
，
在
中
央
民
族
大
学
举
办
个
展
。

参
加
中
韩
美
术
作
品
展
，1

9
0
1
-
2
0
0
1

年
百
年
中
国
画
展
，
光
辉
八
十
年
·
人
物
画
精
品
展
，
国
际
中
国
画
年
展
，2

1

世
纪
中
国
艺
术
家
年
度
邀
请
展
，
学
院
派
五
人
展
。

参
加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家
年
度
邀
请
展
·
面
对
面
·
油
画
国
画
肖
像
艺
术
邀
请
展
，
东
方
美
术
家
作
品
交
流
展
，
中
国
画
名
家
学
术
提
名
展
，
中
国
当
代
名
家
巡
回
邀
请
展
，
水
墨
状
态
展
。

在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中
国
画
学
院
和
博
兴
举
办
个
展
。

参
加
中
国
当
代
名
家
巡
回
邀
请
展
，
第
一
届
今
日
中
国
美
术
大
展
，
第
二
届
中
国
画
展
，
东
方
之
韵
·
中
国
画
学
术
提
名
展
，2

0
0
3

水
墨
状
态
·
现
代
水
墨
研
究
所
学
术
邀
请
展
。

在
山
东
艺
术
学
院
举
办
个
展
。

参
加

2
1

世
纪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家

1
4

人
巡
回
展
·
法
国

G
a
le
r
ie
 
F
r
a
ic
h
e

画
廊
画
展
，
中
国
水
墨
人
体
画
展
，2

1

世
纪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家
巡
回
展
，
中
国
画
名
家
百
人
展
。

水
墨
报
告
·
当
代
艺
术
巡
回
展
·
当
代
著
名
画
家
邀
请
展
，
欲
望
与
焦
虑
·
当
代
新
现
实
中
的
水
墨
人
物
画
展
，
在
潍
坊
举
办
个
展
。

参
加
城
市
农
民
展
，
中
国
戏
曲
主
题
艺
术
展
，2

1

世
纪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家
巡
回
展
，
中
韩
美
术
作
品
联
展
，
中
国
画
交
流
展
，
首
届
当
代
河
北
籍
中
国
画
名
家
邀
请
展
，2

0
0
5

年
当
代
中

国
画
家
邀
请
展
，
中
国
当
代
水
墨
艺
术
邀
请
展
，
水
墨
精
神
第
二
回
展
，
中
国
画
名
家
邀
请
展
。

全
国
书
画
名
家
学
术
邀
请
展
，
中
国
百
家
金
陵
画
展
。

参
加
母
亲
·
中
国
主
题
艺
术
作
品
展
，
学
术
状
态
·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家
邀
请
展
，
中
国
画
名
家
学
术
交
流
展
，
农
民
·
农
民
展
，2

0
0
5
-
2
0
0
6

画
刊
年
度
邀
请
展
。

中
国
画
名
家
作
品
邀
请
展
，
东
南
西
北
展
，
第
二
届
今
日
中
国
美
术
大
展
，
交
流
与
展
望—

—

国
画
家
提
名
展
，
东
方
之
韵—

—

中
国
当
代
水
墨
作
品
展
。

在
厦
门
，
济
南
和
淄
博
举
办
个
展
。

参
加
『
六
零
一
代
艺
术
家
的
水
墨
表
情
』
（
上
海
）
；
参
加
『
第
二
届
当
代
中
国
画
学
术
论—

—

当
代
中
国
画
名
家
邀
请
展
』
（
北
京
）
。

参
加
品
逸—

—

中
国
画
名
家
作
品
展
（
太
原
）
。

作
品
刊
登
于

2
0
0
8

年
第

2

期
《
品
逸
》6

月
『
心
系
汶
川
』 

 

全
国
美
术
作
品
展

1
0

月
中
国
美
术
大
事
记
中
国
画
家
代
表
作
品
展
（
北
京
）
。

北
京
中
国
当
代
新
现
实
精
英
水
墨
四
人
作
品
展
（
上
海
）
，
『
六
零
人
物
』
当
代
水
墨
邀
请
展
（
北
京
） 

，
当
代
百
人
作
品
邀
请
展
（
北
京
）
。

1
1

月
，2

0
0
8

水
墨
本
味—

—

当
代
中
国
画
名
家
学
术
邀
请
展
。

1
2

月
，
第

2
3

届
亚
洲
国
际
美
术
展
（
广
州
）
，
中
国
国
家
画
院

2
0
0
8

收
获
作
品
展
（
北
京
）
。

3

月
作
品
刊
登
于
第

5
期
《
品
鉴
》
。5

月
，
参
加
时
代
新
章—

—

中
国
新
人
物
画
邀
请
展
（
广
州
）
。

6

月
，
写
生
与
当
代—

—

首
届
学
院
中
国
画
学
术
邀
请
展
（
北
京
）
，
融
·
象—

—
2
0
0
9

国
家
画
院
学
术
邀
请
展
（
北
京
）
，
月
翰
墨
天
香—

—

当
代
中
国
画
名
家
六
十
人
牡
丹
主
题
精
品
展
。

7

月
，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家
作
品
展
（
南
京
）
，
叙
事
中
国—

—

第
四
届
成
都
双
年
展
（
成
都
）
。

9

月
，
中
国
著
名
水
墨
人
物
画
家
邀
请
展
（
日
照
）
，
水
墨
当
下—

—
2
0
0
9

上
海
水
墨
艺
术
大
展
（
上
海
多
伦
美
术
馆
）
，
近
象
写
生
教
学
作
品
个
展
（
北
京
，
中
央
民
族
大
学
美
术
馆
）
。

1
0

月
，
与
上
文
相
关—

—

当
代
绘
画
作
品
展
（
北
京
一
号
地
铸
造
美
术
馆
）
。

1
1

月
，
第

2
4

届
亚
洲
艺
术
展
（
马
来
西
亚
）
，
笔
墨
肖
像—

—

水
墨
写
生
个
展
（
北
京
国
家
画
院
美
术
馆
）
。

1
2

月
，
中
国
国
家
画
院
当
代
中
国
画
收
藏
展
（
北
京
）
。

参
加

2

月
，
南
腔
北
调—

—

中
国
戏
剧
水
墨
画
名
家
名
作
展
（
上
海
） 

 

纸
墨

2
0
1
0

上
海
世
博
（
上
海
）
。

3

月
，
山
清
水
韵—

—

中
国
当
代
画
家
信
阳
写
生
展
（
北
京
）
。6

月
，
写
生
教
学
作
品
个
展
（
乌
鲁
木
齐
）
。

8

月
，
当
代
水
墨
名
家
邀
请
展
（
常
州
）
。9

月
，
粉
墨
登
场
第
二
回—

—

中
国
戏
曲
水
墨
画
名
家
名
作
邀
请
展
（
上
海
）
。

1
1

月
，
阳
光
新
疆—

—

写
生
作
品
展
（
北
京
）
，
中
国
水
墨
现
场
（
烟
台
）
。

1
2

月
，
首
届
杭
州
中
国
画
双
年
展
（
杭
州
）
；
参
加
品
逸—

—

中
国
书
画
名
家
小
品
展
（
北
京
）
。

参
加

6

月
，
纪
念
西
藏
和
平
解
放

6
0

周
年
美
术
作
品
展
（
北
京
）
。

9

月
，
传
承
与
拓
展—

—

三
人
水
墨
人
物
精
品
展
（
北
京
）
，
笔
墨
延
展—

—

江
苏
省
国
画
院
学
术
邀
请
展
（
南
京
）
；
作
品
刊
登
于

2
0
1
1

年
第

3

期
《
品
逸
》
。

1
1

月
，
中
国
国
家
画
院
建
院
三
十
周
年
青
年
画
院
美
术
作
品
展
（
北
京
）
，
中
国
当
代
名
家
作
品
展
（
斯
里
兰
卡
）
，
天
山
南
北—

—

中
国
美
术
作
品
展
（
北
京
）
。

1
2

月
，
图
像
创
作
与
研
究—

—

中
国
书
画
作
品
学
术
邀
请
展
（
杭
州
）
，
中
国
水
墨
人
物
画
名
家
提
名
展
（
日
照
）
。

主
要
学
术
著
述
：

出
版
有
《
中
国
当
代
美
术
家
作
品
展—

—

王
晓
辉
中
国
画
作
品
》
《
中
国
画
名
家—

—

王
晓
辉
》
《
水
墨
肖
像
》
《
当
代
书
画
名
家—

—

王
晓
辉
专
辑
》

《
感
受
错
觉
》
《
中
国
画
坛
·6

0

一
代—

—

王
晓
辉
》
《
中
国
当
代
美
术
家
精
品
集—

—

王
晓
辉
》
等
。

1
9
8
7

年

1
9
8
8

年

1
9
8
9

年

1
9
9
1

年

1
9
9
4

年

1
9
9
5

年

1
9
9
6

年

1
9
9
7

年

2
0
0
0

年

2
0
0
1

年

2
0
0
2

年

2
0
0
3

年

2
0
0
4

年

2
0
0
5

年

2
0
0
6

年

2
0
0
7

年

2
0
0
8

年

2
0
0
9

年

2
0
1
0

年

2
0
1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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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加
中
国
艺
术
节
·
中
国
画
展
。

参
加
第
七
届
全
国
美
术
作
品
展
。

获
浙
江
省
美
术
作
品
展
优
秀
奖
。

参
加
中
国
画
联
展
，
学
院
派
第
二
回
展
，
获
河
北
省
美
术
作
品
展
优
秀
奖
。

参
加
浙
江
美
术
学
院
作
品
邀
请
展
。

参
加
现
代
中
国
画
新
潮
流
展
，
获
正
义
与
和
平
·
纪
念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胜
利

5
0

周
年
国
际
美
术
大
展
金
奖
。

参
加
人
类
与
环
境—

—

亚
西
亚
美
术
作
品
邀
请
展
。

参
加
建
军
七
十
周
年
全
国
美
展
，
中
国
当
代
名
家
邀
请
展
，
获
中
国
当
代
素
描
大
展
奖
。

参
加
现
代
美
术
研
究
所
学
术
邀
请
展
，
获
民
族
魂
·
国
土
情—

—

全
国
中
国
画
展
优
秀
奖
，
在
中
央
民
族
大
学
举
办
个
展
。

参
加
中
韩
美
术
作
品
展
，1

9
0
1
-
2
0
0
1

年
百
年
中
国
画
展
，
光
辉
八
十
年
·
人
物
画
精
品
展
，
国
际
中
国
画
年
展
，2

1

世
纪
中
国
艺
术
家
年
度
邀
请
展
，
学
院
派
五
人
展
。

参
加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家
年
度
邀
请
展
·
面
对
面
·
油
画
国
画
肖
像
艺
术
邀
请
展
，
东
方
美
术
家
作
品
交
流
展
，
中
国
画
名
家
学
术
提
名
展
，
中
国
当
代
名
家
巡
回
邀
请
展
，
水
墨
状
态
展
。

在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中
国
画
学
院
和
博
兴
举
办
个
展
。

参
加
中
国
当
代
名
家
巡
回
邀
请
展
，
第
一
届
今
日
中
国
美
术
大
展
，
第
二
届
中
国
画
展
，
东
方
之
韵
·
中
国
画
学
术
提
名
展
，2

0
0
3

水
墨
状
态
·
现
代
水
墨
研
究
所
学
术
邀
请
展
。

在
山
东
艺
术
学
院
举
办
个
展
。

参
加

2
1

世
纪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家

1
4

人
巡
回
展
·
法
国

G
a
le
r
ie
 
F
r
a
ic
h
e

画
廊
画
展
，
中
国
水
墨
人
体
画
展
，2

1

世
纪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家
巡
回
展
，
中
国
画
名
家
百
人
展
。

水
墨
报
告
·
当
代
艺
术
巡
回
展
·
当
代
著
名
画
家
邀
请
展
，
欲
望
与
焦
虑
·
当
代
新
现
实
中
的
水
墨
人
物
画
展
，
在
潍
坊
举
办
个
展
。

参
加
城
市
农
民
展
，
中
国
戏
曲
主
题
艺
术
展
，2

1

世
纪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家
巡
回
展
，
中
韩
美
术
作
品
联
展
，
中
国
画
交
流
展
，
首
届
当
代
河
北
籍
中
国
画
名
家
邀
请
展
，2

0
0
5

年
当
代
中

国
画
家
邀
请
展
，
中
国
当
代
水
墨
艺
术
邀
请
展
，
水
墨
精
神
第
二
回
展
，
中
国
画
名
家
邀
请
展
。

全
国
书
画
名
家
学
术
邀
请
展
，
中
国
百
家
金
陵
画
展
。

参
加
母
亲
·
中
国
主
题
艺
术
作
品
展
，
学
术
状
态
·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家
邀
请
展
，
中
国
画
名
家
学
术
交
流
展
，
农
民
·
农
民
展
，2

0
0
5
-
2
0
0
6

画
刊
年
度
邀
请
展
。

中
国
画
名
家
作
品
邀
请
展
，
东
南
西
北
展
，
第
二
届
今
日
中
国
美
术
大
展
，
交
流
与
展
望—

—

国
画
家
提
名
展
，
东
方
之
韵—

—

中
国
当
代
水
墨
作
品
展
。

在
厦
门
，
济
南
和
淄
博
举
办
个
展
。

参
加
『
六
零
一
代
艺
术
家
的
水
墨
表
情
』
（
上
海
）
；
参
加
『
第
二
届
当
代
中
国
画
学
术
论—

—

当
代
中
国
画
名
家
邀
请
展
』
（
北
京
）
。

参
加
品
逸—

—

中
国
画
名
家
作
品
展
（
太
原
）
。

作
品
刊
登
于

2
0
0
8

年
第

2

期
《
品
逸
》6

月
『
心
系
汶
川
』 

 

全
国
美
术
作
品
展

1
0

月
中
国
美
术
大
事
记
中
国
画
家
代
表
作
品
展
（
北
京
）
。

北
京
中
国
当
代
新
现
实
精
英
水
墨
四
人
作
品
展
（
上
海
）
，
『
六
零
人
物
』
当
代
水
墨
邀
请
展
（
北
京
） 

，
当
代
百
人
作
品
邀
请
展
（
北
京
）
。

1
1

月
，2

0
0
8

水
墨
本
味—

—

当
代
中
国
画
名
家
学
术
邀
请
展
。

1
2

月
，
第

2
3

届
亚
洲
国
际
美
术
展
（
广
州
）
，
中
国
国
家
画
院

2
0
0
8

收
获
作
品
展
（
北
京
）
。

3

月
作
品
刊
登
于
第

5

期
《
品
鉴
》
。5

月
，
参
加
时
代
新
章—

—

中
国
新
人
物
画
邀
请
展
（
广
州
）
。

6

月
，
写
生
与
当
代—

—

首
届
学
院
中
国
画
学
术
邀
请
展
（
北
京
）
，
融
·
象—

—
2
0
0
9

国
家
画
院
学
术
邀
请
展
（
北
京
）
，
月
翰
墨
天
香—

—

当
代
中
国
画
名
家
六
十
人
牡
丹
主
题
精
品
展
。

7

月
，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家
作
品
展
（
南
京
）
，
叙
事
中
国—

—

第
四
届
成
都
双
年
展
（
成
都
）
。

9

月
，
中
国
著
名
水
墨
人
物
画
家
邀
请
展
（
日
照
）
，
水
墨
当
下—

—
2
0
0
9

上
海
水
墨
艺
术
大
展
（
上
海
多
伦
美
术
馆
）
，
近
象
写
生
教
学
作
品
个
展
（
北
京
，
中
央
民
族
大
学
美
术
馆
）
。

1
0

月
，
与
上
文
相
关—

—

当
代
绘
画
作
品
展
（
北
京
一
号
地
铸
造
美
术
馆
）
。

1
1

月
，
第

2
4

届
亚
洲
艺
术
展
（
马
来
西
亚
）
，
笔
墨
肖
像—

—

水
墨
写
生
个
展
（
北
京
国
家
画
院
美
术
馆
）
。

1
2

月
，
中
国
国
家
画
院
当
代
中
国
画
收
藏
展
（
北
京
）
。

参
加

2

月
，
南
腔
北
调—

—

中
国
戏
剧
水
墨
画
名
家
名
作
展
（
上
海
） 

 

纸
墨

2
0
1
0

上
海
世
博
（
上
海
）
。

3

月
，
山
清
水
韵—

—

中
国
当
代
画
家
信
阳
写
生
展
（
北
京
）
。6

月
，
写
生
教
学
作
品
个
展
（
乌
鲁
木
齐
）
。

8

月
，
当
代
水
墨
名
家
邀
请
展
（
常
州
）
。9

月
，
粉
墨
登
场
第
二
回—

—

中
国
戏
曲
水
墨
画
名
家
名
作
邀
请
展
（
上
海
）
。

1
1

月
，
阳
光
新
疆—

—

写
生
作
品
展
（
北
京
）
，
中
国
水
墨
现
场
（
烟
台
）
。

1
2

月
，
首
届
杭
州
中
国
画
双
年
展
（
杭
州
）
；
参
加
品
逸—

—

中
国
书
画
名
家
小
品
展
（
北
京
）
。

参
加

6

月
，
纪
念
西
藏
和
平
解
放

6
0

周
年
美
术
作
品
展
（
北
京
）
。

9

月
，
传
承
与
拓
展—

—

三
人
水
墨
人
物
精
品
展
（
北
京
）
，
笔
墨
延
展—

—

江
苏
省
国
画
院
学
术
邀
请
展
（
南
京
）
；
作
品
刊
登
于

2
0
1
1

年
第

3

期
《
品
逸
》
。

1
1

月
，
中
国
国
家
画
院
建
院
三
十
周
年
青
年
画
院
美
术
作
品
展
（
北
京
）
，
中
国
当
代
名
家
作
品
展
（
斯
里
兰
卡
）
，
天
山
南
北—

—

中
国
美
术
作
品
展
（
北
京
）
。

1
2

月
，
图
像
创
作
与
研
究—

—

中
国
书
画
作
品
学
术
邀
请
展
（
杭
州
）
，
中
国
水
墨
人
物
画
名
家
提
名
展
（
日
照
）
。

主
要
学
术
著
述
：

出
版
有
《
中
国
当
代
美
术
家
作
品
展—

—

王
晓
辉
中
国
画
作
品
》
《
中
国
画
名
家—

—

王
晓
辉
》
《
水
墨
肖
像
》
《
当
代
书
画
名
家—

—

王
晓
辉
专
辑
》

《
感
受
错
觉
》
《
中
国
画
坛
·6

0

一
代—

—

王
晓
辉
》
《
中
国
当
代
美
术
家
精
品
集—

—

王
晓
辉
》
等
。

1
9
8
7

年

1
9
8
8

年

1
9
8
9

年

1
9
9
1

年

1
9
9
4

年

1
9
9
5

年

1
9
9
6

年

1
9
9
7

年

2
0
0
0

年

2
0
0
1

年

2
0
0
2

年

2
0
0
3

年

2
0
0
4

年

2
0
0
5

年

2
0
0
6

年

2
0
0
7

年

2
0
0
8

年

2
0
0
9

年

2
0
1
0

年

2
0
1
1

年

王
晓
辉

1963

年
生
于
河
北
石
家
庄
。

1982

年
毕
业
于
河
北
轻
工
业
学
校
陶
瓷
美
术
专
业
（
今
河
北
联
合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
，1989

年
毕
业
于
中
国
美
术
学
院
国
画
专
业
，

1993

年
结
业
于
中
国
美
术
学
院
中
国
人
物
画
创
作
高
级
研
修
班
，1997

年
毕
业
于
中
国
美
术
学
院
，
获
硕
士
学
位
。

1997

年
执
教
于
首
都
师
范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2005

年
至
今
执
教
于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中
国
画
学
院
。

现
为
副
教
授
、
硕
士
研
究
生
导
师
，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代
表
作
品
入
编
《
中
国
现
代
美
术
全
集
》
《
百
年
中
国
画
集
》
。
曾
获
『
正
义
与
和
平
』—

—

纪
念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胜
利50

周
年
国
际

美
展
金
奖
。

素
描
作
品
获1997

年
首
届
中
国
素
描
大
展
奖
。
出
版
有
《
感
受
错
觉—

—

水
墨
人
物
教
学
讲
座
》
《
水
墨
肖
像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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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理想（节选）

文 / 郑岗

 

敏锐的艺术家往往擅长从平常生活中挖掘出丰富的社会意义，带着一种责任感凝视生活

的过去和现在。在高楼林立间生活的王晓辉，坚持把他周围熟悉的某一点、某一触发他思考

的事与物，作为他认识和感知艺术以及人生意义的一个坐标，用中国笔墨加以诠释。

很有意思，他画他熟识的都市人，哪怕是一个在电话亭下打公话的陌生人一样会吸引他坐

下来专注地描绘一番。在他的笔下，“电话亭下打公话”这一平凡之举也会蕴含着极丰富的意义。

或许是与生俱来的对于细节的敏感使得王晓辉对于生活的枝节末梢有着异常的热情。他专注

为过眼的事态人情和风物赋予一种想象的实在和笔墨语境。他以深沉的冷静塑造凝视的一切：

一种肌理——生活着的色彩。

实际上，他的创作涉猎面极广，所画物象也繁杂，风景、花草、人与动物，还有建筑杂物，

作品数量更是丰厚，且没有单一性的重复。这样一来，他就总要奔波于世间各处，寻来寻去地画，

我很惊诧他有那样充沛的精力，意念坚定地投入在创作和写生上。

不止于此，王晓辉还是一位在高等院校从事水墨人物画教学的学者。这样的一种身份和

事业存在，远远使他超越了中国画画家的语义。他是艺术的，更是现实的。

他对绘画传统、传统技法、水墨特性了如指掌。那些绘画史上过往的大师巨匠王晓辉在学

生时代就曾心摩手追，尤其是汉代南北朝时期的造型理念，对他的影响甚重。他坚持长久浸

淫传统又操持当代笔墨，使他从里到外熟稔中国以线造型和明清水墨的特性。对古代中国画“大

传统”的审美结构和文化意义的蕴含，他极为崇尚和踏重。

每一代人实际上都需要属于他们的艺术家，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时代情怀，

以一种相同的眼光凝视与回望更易于认同感的历史确立和时代叙事。所以王晓辉选择直面当

代社会——农村、城市、山林、塘坝……凡有人而他又能到的地方，他都会前往。他倾向更

广泛地面对一切去表现。

——政治问题、社会现象、文娱逸闻……他从不排斥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千姿百

态的差异，也不刻意选择绘画的时间、地点、位置……他以轻松也相对复杂的笔墨，描绘他

们原始的风貌。他的绘画理想追求，处处透着灵魂，透着对风物细微入里的关照。面对快乐的、

焦躁的、压抑的、急速或者沉缓的各种现象，他以为其诉说为笔墨的取向。

他笔下所绘的人物，大都是他随意而定的。一天的某一刻、一群人的某一位，回去、前

往行走着的时候所遇的某一事物……一切都是那么地自然而然，不饰雕琢地进入他的画面。

——释读王晓辉绘画艺术



016

王晓辉作品
纸本设色

由视野而见隐含着个性的差异，转化为无穷无尽的叙述和坚定性极强的线与笔墨的处理。

当然，这一切基于王晓辉有着严谨的造型基础和关切社会的担当。

在表现漂在都市里的男男女女们生活状态的《红粉蚁族》《红色穿越》《多半是笑颜》

等大尺寸作品里，王晓辉表达的就是对现实不确定性的怀疑和分析。他将当下社会中存在的

道德的沦丧、情感的纠结等等某些非物质性的精神匮乏，通过人物的形象表现出来，从而用

形象表达揭示了主流文化——政治与伦理的表层覆盖下民间形态的丰富与异化。

当代水墨人物领域，有个性有追求的艺术家很多，他们都在追求个人的突破，以期达到

理想中的那个艺术高度，然而尽是昙花一现的现状，更或者是意淫当代水墨观念。王晓辉的

突破不但有着重大的美学价值而且深有文本意义的抵达，正如有的评论所说“王晓辉的绘画

在中国当代画坛达到了一个前人所不及的高度”。这个高度，我想是针对王晓辉笔墨独特的

线性笔墨的观念，还有他所开立的“微水墨”而言的。

线性是数学和物理上的概念，在这里的线性显然是指绘画里对“线”的理解使用的界定。

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线不单单是用笔的问题，同样是思想和观念的转化与表达。中国汉代南北

朝时期的造型艺术十分强调用线，犹重以线造型的理想的表达。

“微水墨”依照字面的意思则是微小水墨创作，也就是指在尺寸不大的宣纸上的水墨画。

王晓辉在不大的微水墨里凸显了绘画所能达到的表现力——版画、油画、速写、素描、线性、

墨性等等绘画所需的元素都具备，都有所体现。王晓辉的文化传统素养的积累，笔墨技术的

实践与积累，使得他已和传统打通，远远达到了汇通，也正是技术上的高度为他奠定了绘画

理念上的突破。在绘画时或者使用笔墨时，即便是不考虑技术的前提下用笔用墨，一样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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