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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形式的散文化批评
李向明

 

我与董培升相识大约有二十年了。二十年前他还是一个在乡

镇就职的文学青年。那时候，他的写作也是刚刚起步。为了文学，

他曾不辞辛苦，不止一次的挤上乡村的长途汽车，沿途百余里，

来参加我们的散文沙龙活动。不久，他出版了散文集《时光的背影》。

最初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勤奋、好学、朴实、干练、一股子上进

的心气儿。后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常驻北京，与董培升的联系几

乎中断了，偶有一次相遇，也是匆匆握别，没有深聊。

转眼间，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在临近蛇年新春的时候，突

然接到董培升的电话，要出版艺术评论集，约我写序，我是又疑

惑又惊喜。疑惑的是，我从不知道也没听说董培升与艺术之间的

任何瓜葛，怎么一下子要出艺术评论集，靠谱吗？在我看到他书

稿的时候，我的结论是肯定的。培升近些年的创作一直呈现上升

势头，先后出版了文学随笔集《遥远的凝眸》，河北文化品牌丛

书《弄潮渤海》等重要著作。由于对艺术的喜好，他作为作家所

特有的独到视角，针对河北的书画界，写出了一系列的书画评论。

这个惊喜不仅仅是老朋友的新消息，而是河北又多了一位艺术评

论家。河北的艺术评论一直比较薄弱，不如文学，尤其不如诗歌。

有人转向艺术评论，我作为河北艺术界的一位有点儿阅历的老兵，

没有理由不喜。

董培升这本艺术评论集，主要面对的是书画和一部分油画。

他所面对的这些画家，应该说是良莠不齐的，可能有一些篇章是

友情写作和“面子”文章。但这并没影响他文本自身的文风异彩。

也许是由于从事散文写作的优势，他的评论文体多着一层优美雅

致的美文色彩，并流溢着一股向上的正气，清新明快，赋有动感

（代序）



与朝气。特别是对山水画的评论，有大量的笔调是景象的描绘。

这正是站在读者或观众的立场对山水以及风景的品评或欣赏。比

如文中这样的描述：“坡石水口间花木点缀，舟楫往复中山环水

绕，牛羊饮涧，农舍散置，溪泉斜挂，杂树交柯⋯⋯仿佛春天新

鲜而斑斓的色彩奔涌而来：山在动，水在流，草在长，枝叶在发芽，

鸟儿在啾鸣，舟楫在轻轻波动水声。”这种犹如身临其境的描述

在他的笔下随处皆是。我倒不知他所指的画作到底如何，如果真

是这般生动，那一定是赏心悦目之作（这就是评论的价值）。

他不时会借用传统的思想与智慧来阐述中国画的妙处，这也

是许多评论者面对传统的中国画很难摆脱的基本套路。有所不同

的是他文本自身所显现出的机敏智慧，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

了评论本身。在评山水画的文字中，有几处使用到“天人合一”

的概念。其实，我倒觉得他的写作思路本身就具有“天人合一”

的转合特征。在他评述山水画作的多处章节中，既是对画家本人

情志的刻画，又是对其作品之精神气象的解读；既有对自然山水

的写照，又有对人生态度的揭示；既是写画，也是写人，有如诗

一般给人以想象的空间。谈画说景，起承转合，自如流畅，写人

论理，虚实交融，浑然一体。

董培升的评论不仅涉及山水、花鸟、插图、书法、人物及油

画，而且涉及传统、现代、抽象、具象、工笔、表现等多种艺术

形式的作者及作品。面对传统形态的作品，他自如的运用传统美

学思想或哲学概念来发现作品的精妙之处 ；面对现代形态的作品，

他敏感的嫁接起艺术形式与人文精神的颠覆性价值与意义；面对

抽象形态的作品，他透过形式语言挖掘作者的内心世界，解读孤

寂而隐秘的根源；面对具象写实类的作品，他善于抓住细节来阐

述人物命运的悲情与沧桑⋯⋯这些解读都源于他的一种认知，他

认为：“任何艺术都是由主观思想情感和客观环境交融而成的意

蕴或形象。”因此，他的评论带着浓厚的人文情感和超形式的想

象，加深和增进了艺术作品的欣赏魅力。他还强调：“笔墨，既



是形式又是内容，是中国绘画最独特最精妙之处。”他的这种认

识，使得他的评论视线不会停留在纯形式的价值系统，而形式的

外延——内容，自然成为论点的注脚。

他还在评论工笔重彩山水画的同时，提出：“如何正确理解

和把握当代重彩山水画的精神内涵 , 重新审视重彩山水画的价值 ,

是当代中国画画家面临的重大课题。”这是有价值的思考。工笔

重彩山水画是较早成熟的古老画种，宋元以后文人画兴起，重彩

山水画渐渐消退。当今重彩人物画有一定的发展，而重彩山水画，

不仅与当代无关，而且从业者也是凤毛菱角。不知重彩山水画这

一古老的语言形式有没有可能在这呼声中泛出当代的光辉？

就常规而言，艺术批评也好，或评论也罢，首先是对有价值

的东西给予肯定或推崇；次之是提出问题给与评判。所谓批评，

是含有把脉的意味。所以，对批评对象的选择也体现了批评者审

美取向与价值取向。但在一个地域或在某种人脉关系中的批评，

就很难摆脱人情世故的影响，关系账、人情账常常是还不清的，

所以董培升笔下的画家良莠不齐也就在所难免。但可以肯定的讲，

董培升所关注的画家中不乏河北美术界的佼佼者，如：褚大伟、

张新中、翟建平、黄君辉、范家美等等，都是很有发展潜质的优

秀青年艺术家。但愿董培升的评论视角能关注更多优秀的中青年

画家，为河北美术的发展推波助澜。同时也期待他的评论扩展当

代视野，把握住艺术在当代以及未来的脉搏，把握艺术的方向，

走向艺术批评的高原。

　　　

                               2013 年 2 月 23 日于北京上苑北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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