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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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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

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梅兰芳

纪念馆三级美术师。

出版《目击道存》《山花无界》个

人油画集。作品《东方之巅》被中

南海收藏并陈列，作品《胡同》被

梅兰芳纪念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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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古人云：“变则通。”而今，变化往往与创新相联系。这是我出

版的第三本画册了，这本画册的作品较之于前又有较大的变化。想来

同行见之定会有“画风多变”之惑。我想就这个问题说点什么。

首先，我认为变是常理。正如前面所说，变化，变到入化便是提

高了境界。一个艺术家如何能够一成不变呢？记得有人说过：“重复

意味着艺术生命的完结。”或许也有人有过与之对立的表述，但是一

味的重复会让我失去内心的动力。如果这个变化看上去不是强求于外，

而是生发于内，这个变化就应该说是好的变化。今人多说创新，如果

仅为创新而求变，那当然是不可取的。因为那样总会在作品中流露出

几分不协调之处，观者也会看得出来。然而，一种发自于内的变化一

定是在量的基础上逐渐而生，并且它是结合于性情的。源于内的变化

是性情结合之变，特别体现在艺术之上。艺术本身就多与自然、情感

相关。失去真性情，失去了本真的规律也就失去了艺术之根。正所谓

真正的艺术是“道”就是这个道理。艺术只有不成为“工具”才真正

成为艺术。好的艺术总是表现为一种个性化的“形式”。好的艺术总

是不可能被“普及”，它的可贵之处也在于它的唯一性和排他性。所以，

每一位优秀的艺术家也正是将自己的个性特点画出来昭示于世。其作

品往往是一种释放、宣泄。释放得多么痛快，宣泄得多么淋漓，作品

呈现的状态才多么动人。一件能打动人心的作品才是好的作品，这就

要求艺术家要有内在的冲动。否则，就没有释放和宣泄，更谈不上让

观者为之心动。另外，艺术不是一个“点子”，有时它虽然来自于灵感，

但更具有“天性”。“点子”一旦公开很容易被复制，而且别无二致。

好的艺术品具有不可复制性，因为它具有深藏于艺术家体内的“天性”，

除此之外的一切复制模仿都是蹩脚的。因此，我的画每一阶段都来自

于我的天性在实践中的释放。变化是由内向外的一种自然流露而不是

迫于事功。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变化，阅历的丰富，加上适

当的时机和天性，艺术随之而生。故，它具有阶段性。我也向自始至

终一成不变的艺术家表示敬意，如果他们不为某种名利而坚守，我会

为他们的定力、执着而感动。这也可能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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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审美

面对一个事物，由于认知的原因，不同的个体和群体有着不同的看法和

标准。为此，艺术审美也有几个层次之分。

单就绘画而言，首先绘画是对自然的模仿，“高度相似”也就是我们通

常说的“像”就成为绘画的最初标准。当一幅绘画作品描绘的“物相”与现

实中观者惯常见到的自然之物有着高度的近似时，观者会发出“非常像”的

惊叹。艺术家通过熟练的专业技巧使画面达到观者对“像”的要求。这时“像”

就成为了审美标准，也就是艺术以接近自然的程度为标准。

另外一个层次，在像的基础上，“美”——好看，成为更高一级的审美需求。

古语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时，单一的“像”不能满足观者的心理，

有着更高的要求就是“美”。比如：单纯从像的角度出发，一个画家为人画像，

非常逼真，但是，被画的对象相貌实在不可恭维。此时，画像可能不被接受。

这就是被画者有了审美要求。聪明的画家会把一个独眼人的肖像画成其在射

箭，把一个瘸腿人的肖像画成骑着马的形象。巧妙地避开了被画者的缺陷，

成功达到对“美”的要求，艺术作品被欣然接受。

然而，随着艺术自身的发展，艺术本体审美也在不断地被拓展。艺术家

对艺术的认知 , 艺术家的个性、素养使艺术形成不同的风格，风格的形成也

是艺术成熟的标志，艺术语言的独立性越明显越能够形成艺术的“独立审美”。

这种“独立审美”使欣赏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时艺术语言的独立审美不

再依托作品表现的内容，而将艺术的形式感引向纵深。艺术表达什么显得并

不那么重要——比如：毕加索、高更、米罗、蒙德里安等，从立体派到抽象派，

仅仅是艺术语言独特就达到高度的审美需求。当代艺术中抽象表现主义大师

德库宁、波拉克就是艺术语言独立审美的最好例证。

一件艺术作品形成，更多的时候是依靠综合因素。形式、内容、独立的

艺术语言形成独特的图式、图像，给观者带来独特的艺术冲击和强烈的震撼，

撞击观者的心灵，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心理审美，也就是“精神审美”。这

里所说的精神审美不仅仅局限于重大的社会性的精神弘扬，而更多的是艺术

家个人的精神诉求，更多的个性化，来得更直接，更强烈，刺激观者的心灵。

心灵的直接触动和强烈的共鸣感激发起观者的深层思考，这时艺术作品就达

到了一种最高层次的审美诉求——精神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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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园林之一

布面油画

177cmx183cm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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