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化 汉族，1959 年 12 月生。1987 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美术教育专业，同年留校，在
敦煌学研究所工作，从事敦煌艺术与西北历史地理研究。1991 年至 1992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学习中外美术史论与考古学。1995 年调回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担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主
要讲授“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艺术概论”、“中国古代画论”、“美术考古”、“中国书法史”、“书
法篆刻”、“国画人物”、“素描”等课程，现为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甘
肃省敦煌学会会员、甘肃省彩陶协会顾问、甘肃省陇山文化研究会理事，曾获西北师范大学“孔宪武”
优秀教学奖、西北师范大学教学科研双骨干及兰州市百名优秀青年等称号。

自 1988 年以来，共撰写、发表的学术论文有《六朝前期北方字体的发展状况》、《两汉时期西北地
区书法艺术的发展及其影响》、《敦煌佛教写经与士人书法的审美意识》、《西蜀画风与中国工笔花鸟画
的发展关系》、《甘肃当代美术评论五十年》等数 10 篇，参加编写了《甘肃古代史》、《丝绸之路文化大辞
典》、《甘肃文艺五十年》、《临夏县志》、《美术教学论》等。个人专著有《中国古代画论选读》。

此外，还在中央电视台、甘肃电视台、兰州电视台及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多次举行了《泥与火的艺
术》、《风景人生》、《当代文化艺术》、《人生百味》、《中秋节与民俗文化》等专题讲座。书画作品多次参加
国家和省级展览，并在《文艺研究》、《敦煌研究》、《国家画廊》、《中国美术报》、《中国美术教育》等多种
报纸杂志上发表。



文化的学术空间
翟万益

文化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与国画专业，后又进修于中央美术学院，学习
美术史论与考古学。这样一个学术结构，决定了他在从事教学研究和美术实践的过程
中，必然会舞动理论与创作的两翼，翱翔于当代美术研究的高空，拥有它自己一个广阔
的领域。

文化写了一批立论高深的论文，看他的这些文章的跨度，就可以了解他所积淀的
美术理论框架的恢宏。他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是《敦煌佛教写经与士人书法的审美意
识》，在行文中他切入了一个较新的角度，将敦煌书法放到了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
去加以考察，从而有了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的立体座标，避免了惯常立论的狭小与局
促。他在行文中把持民族审美这一主线，对魏晋时期到唐宋这一大的历史跨度中民族
审美流变对敦煌书法的宏观影响来比较各个时期的风格变迁，用实证的方法论证中国
书法在民族审美主调下所表现的共生共存现象。这种从大审美基调引发的结论是能够
接受时间考验的，如他在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书法与内地书法时，一手把驭丰富
的敦煌写经材料，一手把驭这一时期特定的美学材料，用高精度的尺子来丈量这种创
作的材料，分成三种风格形态给予表述，我想这种方法形成的观点是最贴近客观实际
的。

不论是敦煌美术或敦煌书法都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课题，文化在切入研究中有他
独到的见解，从一般研究的视域中超升出来，这是难能可贵的，沿着这种思路做下去，
肯定收获不小。而文化的研究视点似乎不是专注于一侧，此后他写了《西蜀画风与中国
工笔花鸟画的发展关系》，这和前一个课题几乎没有什么交叉之处，但研究的方式是一
以贯之。他同样把西蜀绘画放到全国艺术的大背景下，通过各种线索理出西蜀与中原
及江南的密切联系，列举出一系列游走于中原与西蜀的画家的行踪与交流，来说明中
原画风对西蜀画风的影响。当然一种画风、一个流派的产生，不只是由外界作用就能够
形成，它还有自身的能动作用在支撑。像黄筌工笔花鸟画风的产生，除去师承元素之
外，还有地域影响在起作用。对此文化引用了沈宗骞的一段话，殊为适当：“天地之气，
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
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
则粗粝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有南北之殊焉。”中外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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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注意到了地域气候对艺术的影响，丹纳就有过专门的论述，文化引用沈宗骞的话
来讨论西蜀这个特殊地域对黄筌画风的影响，十分精确，对于这样一个偏小政权下形
成的新的画风，更有着统治者所赋予的重大作用。任何艺术的产生，首先是从实用引发
的，而要得到广泛的发展与传播，权力产生着最终的作用，和尚不断和皇室的勾结，就
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得到更多的利益。西蜀工笔重彩花鸟画的生长，也是在当
权者的催生下发展繁荣的，这就贴近了那个时代美术发展的实际。对这样一个历史课
题的研究，文化引出了他的结论，他说：“在每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每一个王朝崛起之初，
由于它的国民从前朝的弊政所带来的痛苦深渊中解放出来，所以往往这个时期是民族
情绪最为高涨，人们对生活最充满希望的时期。在这样的前提下，工笔画便会奋然而
起。因此，每一个时代院体绘画的兴起绝不是统治者仅仅为了装饰殿宇庙堂和粉饰太
平那么简单，其实人们在对待艺术时，更多的不是装饰门面，而是装饰心灵。”文化通
过纵深的研究，指出了艺术的本体性实质，也为黄筌画风在中国历史中的传承延续指
出了直接的原因。

对于美术史的课题，文化的笔触显得灵活而多变，思路驰骋而不羁，当面对美术
的现实时，文化只用了白描的手法，在需要探讨的地方采取了刹车的办法。比如他写的
《20 世纪中国高等师范教育思想发展浅谈》，勾画出了五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概貌，引人
深省，要反思些什么，代价已经十分沉重了，我们还要付出十分的代价吗？在需要深入
地研究面前，文化匆匆收笔了。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不仅需要提出完整的行之有效的
制度体系，更需要形成高度的美术教育思想，以保证美术教育沿着中国特色的道路走
下去，这是文化的课题，也是每一位从事教育工作者的课题。

理论研究是文化实际生活的一个小小部分，作为一个专职教师，他承担者大量的
教学任务，并且内容相当庞杂，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艺术概论、中国工艺美术史、
工艺美术概论、西方现当代美术、中国古代画论，中国美术史籍概论、美术考古、世界现
代设计史、广告学、民俗学、中国书法史、书法篆刻、国画人物、素描等课程，罗列了这
么多，好像还不是他所开设课题的全部，无形中会影响他研究的深度，无休止的授课，
耗去多少时间，是可想而知的。

除去理论课的教授之外，他承担了绘画、书法这两大门类的创作课，在紧张的课
堂活动之外，文化也在构筑自己庞大的书法绘画语言体系。在他的作品集里，收入了部
分书法临摹作品，主要展示了他对东坡书法的向往，从更深层面上解析，是一种文人情
怀的对接，在他的创作中，从风格上体现并没有局限于苏书一家，可以看出他师承的广
博来。斗方作品则更加阐释一种放逸的情怀，将写意性置于首要的位置，足达其性致。
对于国画，文化开辟了两条道路，一种是对于传统风格的追忆，一种是对现代形式的追
求。当两种风格放到一起时，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它们之间的界限在什么景况下弥
合，这是我追问的问题。当传统水墨的大气淋漓与现代构图的整饬，在一定的美学高度
上弥合时，文化的画会更加精妙。

2010.4.14 早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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