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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跃红
1957 年出生，河北唐山人

现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  教授 

1984 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

1988 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2003 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获博士学位

1988 年——2005 年 北京服装学院 历任工艺美术系主

任、院长助理、副院长

2006 年——2012 年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副院长

2012 年至今 北京电影学院 副院长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理事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纤维艺术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纤维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纤维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无  界

前些年，有个青年批评家跳出来宣布：“绘画死亡了！”这当然是向西方学舌。结果呢？

绘画倒是日渐繁荣，这位批评家却从此关门大吉。

个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绘画之于中国人，夸张一点说，多少有些像宗教与教徒之间的

关系，一旦与绘画结缘，便终生为其所“役”。绘画的技艺，极易内化为人的机体记忆，而

其形式，以比诗歌更本质的方式满足人的精神幻想。令人不解的是，这样生机勃勃的艺术形态，

缘何招惹了批评家，以致于横生出“死亡”之论呢？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中国批评家的脑袋，

一向是长在别人脖子上的，西方人打个喷嚏，中国批评家自然要跟着装感冒。

“无界—尼跃红、董雅、冯小红、林乐成四人作品展”可作如是观。这四位 20 世纪

80 年代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子，在设计艺术领域早已是大鳄级的人物，为何还要

联袂办画展？道理上面已经说了，如果更明确一点讲，那就是绘画总能以宗教的方式召唤游

子们回到自己的领地。除此之外，别无它解。

画展的名称“无界”，是他们自取的。何谓“界”，境也，陲也，指不同领域的界限、界别。

在四位艺术家的阐释中，“界”即是画地为牢，是思想的枷锁与创新的屏障。“无界”当然就

是对“界”的超越与破除。其意思有二 ：一是对人为的专业栅栏的拆解 ；另一点，则是对艺

术家身份界定的超越。其实，这两点在我看来并不那么重要，我更为看重的，是他们作品中

的“无界”之境：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工艺与绘画、抽象与具象、科学与艺术，融通互生，

混沦一体，大道归一。

细究起来，“无界”实际上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术传统。其奠基者、开创者，多为“无界”

的大师。如张仃是“毕加索加城隍庙”；庞薰琹是现代主义加民族化 ；吴冠中是“土土洋洋”，

水彩、油彩、墨彩一把抓，“母鸡孵出小鸭来”；袁运甫更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从工艺到绘

画，从设计到公共艺术，无不纵横挪移，一一涉猎。从根底上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育观、

艺术观均是无边开放的结构。这方面典型事例很多，略说一例。20 世纪 80 年代，张仃聘请

美国著名波普艺术大师劳申柏为客座教授，并请他在大礼堂作了一场讲座。今天看来极平常

的事，在那个时代却是革命性的举动。劳申柏的“无界”是世界皆知的，当张仃将其称为“同

志”，并由翻译准确地传达给他时，他拊掌大乐，说了一句至今让我难以忘怀的话 ：“天下搞

艺术的都是同志”—“无界”得可以吧？

以时间计，尼跃红、董雅、冯小红、林乐成四位艺术家都应是这场讲座的听众。这样算下来，

我也是他们的半个同学。由此揣度，他们的“无界”之理念，或许就成形于那个年代吧？

四位艺术家的作品我零散地读过一些，但远算不上研究，只能谈点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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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尼跃红本科、硕士修习的是染织艺术，博士阶段又专攻环境艺术。因其卓越的行政能力，

他先后在北京多所高校担任领导工作。辗转腾挪于行政、设计领域，却丝毫不减他对油画艺

术的热情。如果当下的油画家们多受制于流行的艺术理念，从而日渐矫饰性、套路化的话，

那么，尼跃红则在时流之外构筑了一套以乡野主义为核心的新风格。发现西北、青藏高原的

乡野之美，并将其在超自然结构中加以重塑，既构成了尼跃红油画的美学鹄的，也是他油画

风格的起点与归宿，他的作品也因此具有了宗教般的凝重。

董雅以陶瓷艺术为起手，后又从事环境艺术、园林艺术设计，但让他最为着迷的却是

水墨。董雅的造境取山水大势，力避烦琐，近于原型又远超原型之上。尤其山体坡石，作适

度的抽象处理后，与墨色交错运动，带动画面升腾至“恍然有象”的超然境界。董雅作画，

先有笔墨而再取丘壑，厘定画面大势后，依势泼墨，随机生发，率先铺陈浑厚苍润之气象。

而后，以渴笔勾勒，勾中见皴，皴中见染，形成密实而多层次的黑灰调子，而飞白处则如天

光乍泄，澄澈而透明。在这里，人们所能领略的，不仅是山水的叙事，也是笔墨的传奇。

冯小红的画，犹如精神的安乐椅。笔致松脱的安静，结体庄和与偶尔的诙谐，总会若

不经意地让观众进入生命的慢节奏 ：疏懒、惆怅、自语。借女性肖像、人体及日常的卑微事

物来拯救、呈现现代社会所遗落的典雅品质与生命节奏，让精神在闲适浪漫的层面上完成自

我放逐，是冯小红绘画的美学旨趣所在。冯小红是位女性艺术家，却与女性主义艺术有着根

本的不同，她是站在艺术家而非女性主义艺术家的立场来观察、呈现这个世界的。她的作品，

一直安静而自我地讲述着这样一个真理 ：有时，单纯比复杂更有力量。

林乐成最为辉煌的业绩，莫过于他将中国当代纤维艺术充分国际化。可以说，纤维艺

术是林乐成最好的绘画，但这丝毫不掩他在丝网版画上的成就。在林乐成的创作中，从纤维

艺术到丝网版画，既有观念、形式上的重合，亦有一系列的美学转化 ；纤维艺术神秘古厚的

浪漫气息，在丝网版画上被提纯为出韵幽淡的抒情性 ；纤维艺术结体的沉厚，境界的廓远，

在丝网版画那里化作了裁构淳秀，以及云无心以出岫式的超然。用一句话概括两者，似可以

这样说，纤维艺术是林乐成创作中的黄钟大吕，而丝网版画则是他内心的抒情诗。

四位艺术家的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无界”的主题，由此唤醒了我们在浮华世界中渐

渐失去的思想活力。我想，这大概是本次展览最为让人动容的地方罢。

张晓凌

 二〇一四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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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卓玛 / 布面油画 / 人物 / 200×1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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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高原卓玛（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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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卓玛（局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7



008

家园 / 布面油画 / 人物 / 200×1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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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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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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