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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视觉的现象

在绘画里色调的走向是画家所关心的

几乎所有的艺术都会使用色调

包括影像、建筑、戏剧

装置、行为、数码技术也不例外

这是艺术的一般性语言

色调的形成依靠许多因素

有来自客观世界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象

也有来自创作者心灵的需求，

作为创作的主体的较为主观性的视觉感受

再者还有社会趣味的影响

因此一种色调的形成是主客观因素综合而就的产物

比如文革时代的红、光、亮现象

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描述

某某时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或者被称为灰色的时期

偏绿一一

是一种色彩的走向

它会形成无数的可能性

每个画家都会控制其作为符合自己理念和心理的需求

而产生效果不同的画面

偏 绿
毛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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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绿一一

一次形式上的呼唤

又不仅仅如此

偏绿一一

一种趣味

也不仅仅如此

偏绿一一

一种态度

也不仅此而已

偏绿一一

一种语言

它指向现实和未来

偏绿一一

也可以看作是当下普遍性心理的视觉需求

偏绿一一

确实不是一个哲学问题

它可以是批判性的

作为一个视觉语言作用于充满矛盾和危机四伏的世界

偏绿一一

是一次倡导

一种靠近自然的生活和态度

偏绿一一

必然是美丽而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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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绿一一

也必然与中国伟大的绘画传统联系起来

它会积极的与中国的哲学思想和精神及人生态度

产生沟通和交流

偏绿一一

是面向自然的表达

没有与自然的亲近、观察、体验和描绘

不可能产生与中国古老传统绘画接触的真正的时机

只有在与自然的接触中

今天与古代才有实质性的对话

只有在这样的创造性的实践中

才能学习和继续传统

偏绿一一

一种自然的色调

一种微妙的感觉和表达

一种美的语言的召唤

一种精神祈求

偏绿一一

达到偏绿的方式是很多的

它甚至不使用绿

如果直接简单的使用绿那只是简单的做法

事实上它呼唤内在的力量和智慧

它甚至表现为一种生活的态度

一种行为方式

一种梦想

2014·3 完成于昆明创库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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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景主义新艺术的信条
 

李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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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现在开始，我放弃“风景画”的西方画种概念，以“形景主义”或“形景画”的概念取而代之。理由是，来自西方传统的所谓

风景画，已经在四个方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历史神话的英雄主义风景画；现实神话的浪漫主义风景画；视觉神话的自然主义风景画；

造型神话的现代主义风景画。因此，我们倡导的形景主义绘画，是对意大利传统风景画、法国传统风景画、荷兰传统风景画、俄罗斯苏联

传统风景画等风景画美学系统的超越。风景画艺术的审美模式塑造过人，创造过如歌如诉的文化形态，但已经成了艺术心灵成长的障碍。

当生命被审美模式、创作模式所取代，生命就失去了个人独立不羁的灵魂。有创造性的形景主义绘画，是个人灵魂的不二形式。

二、“形景画”的概念，是对西洋风景画和中国山水画概念的整合与重构。在自古以来的绘画中，没有过真实的风景，也没有过真实

的山水，只有“形景”的创作。“形”依“景”而生，“景”得“形”而明。“形景”一词，如“光明”或“明光”一词。“光”与“明”

相生相映，构成人与世界的互为关系。形景画有不同的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天才为艺术立法”，不能不创造个人风格与集体风格，但

风格的长期流行，则是对人的矮化。被矮化的集体灵魂，是文化暴力的温床。巴比松画派艺术家曾反对学院派学术暴力，但巴比松画派画法，

也被后来的学院派搞成了审美暴力，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消弭。俄罗斯苏联风景画派更是如此，它对人的矮化并非其自身的过错，而是人们

的集体灵肉主动依附上去的结果。没有创造力的艺术，就只能依附。依附者敌视新艺术的诞生，自古如此。依附者不可能理解巴比松精神、

印象主义精神。依附者没有个人性的艺术人格，所有艺术门类中人，均不例外。

三、未来面向自然物事造型的、有学术价值的绘画，是形景主义绘画，简称形景画。形景主义是“形”和“景”生命直观的单纯显现，

不是某种既定风格的创作和复制，与集体艺术文化意识形态无关。在形景主义绘画中，取消任何集体意识形态内涵的教条主义狂欢，取消

形而上的理智神话，同时取消形而下的所谓客观主义真实。在自然中，没有形而上，也没有形而下，在艺术表现中，也没有客观真实。形

景主义是自由自在的单纯“形景”，是“形景”的自在观，是心智自由和视觉自由的单纯具象之开显。形景画不是一种风格的绘画，而是

一种新艺术视野中的画种；不是一种学术成规，而一种新艺术创作的学术认知。形景画概念的提出，是对风景画和山水画学术问题的重新

理解，是中西艺术文化会通的时代精神选择。一言以蔽之，形景主义绘画，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分支，是当代的、个人的心灵形景艺术。

四、形景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美学谎言，但不反对美的创造。在形景主义看来，美是在一个创造美的过程中磨砺出来的锃亮锋芒，是

一种个性化的时代艺术语言，而不是一个美学目的。美的创造没有目的，只有对一种新语言的确证和对审美陈规陋习的反抗。形景主义昭

示着一种学术创造的视野，一种揭示艺术创造真相的真诚。一言以蔽之，形景主义绘画是反美学的。所谓美学，不过是美过来、美过去的

“学”。美学的逻辑框架，与艺术创作、创造无关。美学逻辑谎言对艺术的欺骗，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五、在形景主义绘画视野中，区分了艺术的历史研究和当代的艺术创造。艺术的历史研究，是对不同时代和风格的艺术语言的阐明，

是一种文化研究。而艺术创造则是历史文化语境中种种对抗性的语言生发。艺术创造可以没有历史的传承性，可以是纯粹天赋才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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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越是个性化的天赋才能，越能对抗集体审美的堕落，越接近艺术的本真追求。形景主义绘画不是反历史的艺术，但绝对是反对语言

复制的艺术。历史的艺术程式和当代艺术的个人创造，只有一步之遥。但是，就这么一步，却只有少数人能够跨越。

六、形景主义绘画反对学院派的绘画教条。反对学院派艺术成规，是推动艺术发展的一个永恒的动力。历史经验表明，大人物的艺术

创作，都是反学院派的，自古如此。但是，大人物的艺术创作，也会成为学院派的圭臬。大人物创造历史，小人物跟随。小人物在心理上

或在行为上永远反对同时代的大人物，但他们不反对历史人物，因为历史人物铸就了他们的文化心灵，为他们提供了艺术复制的资源，是

他们的伙食来源。小人物是集体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对恶俗艺术情有独钟。不过，小人物也有其可爱之处，他们会联合起来，抵抗艺术史

的进程，反过来看，是他们在某些方面激励了大人物的创造热情。在任何一个时代，欣赏同时代先锋艺术创造的人，都是少数。这少数人

不一定是大艺术家或大批评家，但却具有大人物的视野、心智和品格。形景主义召唤高贵的艺术心智和艺术品格。

七、形景主义为原创艺术的诞生提供了理念支持，呼唤新艺术的创造和新艺术时代的到来。形景主义是中华文艺复兴的艺术理念。中

华文艺复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方的艺术历史文化资源汇流成河，融入大海，重铸万千锦绣，绘成海阔天空。当是

时也，来自西方和俄苏的艺术殖民主义绘画与国粹艺术保守主义将宣告结束。形景主义艺术也将接受新的历史使命的感召，改造某种艺术

成规，破解新的艺术难题。

八、形景主义作为绘画艺术创造的元理论推动力，永远不会结束。形景主义将以不断注入新内涵的方式，改造主流艺术和民间艺术语

言，推动未来艺术永恒“当代性”的发展。因为形景画开掘人与自然的交流途径，创造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系，是造型艺术创作一个最重要

的选择，它激活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系，激活艺术创作的冲动。形景画是一个活的画种，一种绘画艺术形式不能超越的宿命。风云何须写彷徨，

破立只在伤心处。

九、改造垂死、僵硬的“主流艺术”、复制艺术、学院派艺术、学院派理论的行动，必须从学术边缘开始，向学术话语中心推进。历

史潮流不可阻挡，有志者，共襄盛事。

十、形景主义绘画作为一种新艺术将在彩云之南崛起，风标天下。 

                                                            

2 0 1 1年 8 月 4 日 永昌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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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景主义新艺术的纯粹造型理想

李 森



9

形景主义新艺术，是我对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倡导的当代艺术已经形成的某种造型特征的概括。这种特征表现为一种重新认识自

然和绘画的新艺术的普遍性形式。然而，一种新艺术的特征如果离开了具体作品，人们就把握不住它的语义内涵和精神向度。

从“形”和“景”作为造型的性质合在一起来看，形景既可以是直接写生的表现，也可以是创作的某种构成；既可以是现实主义样式

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或几何的。一个风景远近空间的焦点透视是一个形景，一个墙面的近距离视觉也是一个形景。两条平行线在一个看似

真实的平面上永不相交的公理是一个形景；同样，两条平行线在视觉焦点的远方或在旋转的空间中相交，甚至纠缠在一起的视觉特征也是

一个形景。

当然，如果仅仅指出造型艺术的形景特性是没有意义的。形景主义作为一种新艺术的创作原则，关键在于其造型理想。形景主义的造

型理想，是对“形”和“景”的纯粹性的重新认识。这种纯粹性不是来自于文化的参与，而是来源于感性和知性重新发育并建构的崭新直觉。

永远保持活力的崭新直觉，是无遮蔽的才能，是形、色、音、声律动的自在欢欣。

包括造型艺术在内的任何一种艺术，在其通向美的方法和美的原则成长为一种普遍性之后，都无一例外地走向衰老甚至堕落。所谓普

遍性的美，与其说是一种美的共通性，不如说是一种心灵形态的集体性或大众性。就艺术而言，集体性和大众性的心灵形态变成个人的心

灵审美形态是可怕的。因为这种个人性灵和才能消失于集体审美之中的事实，无异于对暴力的屈服。事实上，在屈服者自觉或不自觉的心

中，审美暴力本身已经是一种美或一种艺术原则。因之，对审美暴力俘获者谈论纯粹的、开放而自由的艺术是无用的。审美或创作的暴力

有一种天生的自卫反应，其通常会借助体制的、大众的力量捍卫自己作为群体代言人的可靠价值。

形景主义新艺术在造型艺术的集体或大众审美的辽阔土壤上欲拔地而起、破壁而飞，创造一种纯粹的新艺术，以激活艺术的当代活力。

这种艺术创作的抱负和艺术实践不是故弄玄虚，而是艺术灵魂活着并自觉确证的一种选择。历史上卓越的艺术家都在某种尴尬的窘境中进

行过各种选择且创造了艺术史。可是，常识通常就是异端，忠实于常识是要付出代价的。艺术中的教条主义本质上反对常识，反对独立的

个人。常识是开放的、自觉而自性的源生直观，而教条主义是陈规陋习。通常，教条主义的表现并非某种狰狞面目，而是温柔敦厚的。每

个人都可能受到教条温情脉脉的挟持而失去了自我觉悟的能力。

教条主义的造型文化是一种美或艺术的暴力，它像老母鸡孵小鸡一样慈祥、充满善意。具体地说，在艺术文化的造型教条中：形的构

成是一种暴力；色彩构成是一种暴力；点、线、面的某种成规画法也是暴力；抒情模式是暴力；价值观隐喻体系是暴力；题材是暴力；主

题是暴力；意义、观念的图画表达更是低级暴力。美学暴力艺术家不知道自己在实施暴力，因此陷入了美的谎言中不能自拔。教条主义是

公众的主义，以经典文化的名义笼络人心；教条主义艺术是公众的艺术，从来如此。

蒙德里安在《答客问》（Reply to an Inquiry）中说：“艺术的造型表现总是在变，只有精英才能明白艺术持续的演进。通过这些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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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能形成真正的审美文化。公众是保守的，他们除了妨碍艺术的进化之外别无所为。”紧接着，蒙德里安又说：“艺术家既与精英无关

也与公众无关，他遵循自己的直觉。通过生活的进步，直觉将变得越来越清晰——清晰到经常与智力所混淆。只有以这个途径，艺术家才

能使公众越来越深入地理解生活。”

理解生活和理解自然，都需要精英的引导。精英是一种见识和才能，人人都可能成为精英。从最可靠的艺术创造来看，精英艺术家不

受污染的直觉是新艺术创造的原动力。精英艺术家当然未必是艺术领域之外的文化精英。艺术领域之外的文化精英通常也是艺术文化暴力

的捍卫者或传播者。面对新艺术的智障无处不在，人人都可能是智障患者。可靠的新艺术创造者，有着比一般文化精英更为自由而高级的

心智或不被玷污的纯粹情操，尽管这种才能可能荒诞不经，为他的时代所不容——通常为他的时代所诟病。不过，正如印象派曾经被诟病

一样，总有一天，诟病者的后代将靠复制被诟病者的艺术而生活，像今天那些复制印象派语言的画家们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十九世纪八十

年代，他们也是咒骂印象派艺术中的一员，这一点毫无疑问。艺术史总是如此这般地重复着它的故事，艺术智障者——公众——集体——

教科书们永远不可能警醒。因为怀疑和警醒本身就是才能。

新艺术创造者的创造力有时来源于天才的原初直观能力，有时来源于艺术史的某个精神滥觞，有时来源于自然和生活的自在启迪。他

们通过自己的直觉开掘艺术表现的新途径，尽管任何新途径都无法到达艺术通常会假设的本质目的。不过，如果直观的新形式达到了一种

新的和谐与平衡，那么对生活与自然的直观审视和创造就是目的。和谐是古典主义的精神和形式标准，其实也是破立之后新艺术的标准。

和谐与平衡、破与立、遮蔽与澄清，是一种人性和生活的法则，而非艺术教条的时代约定。

自然和生活不是凝固的客体。所谓客观的自然和生活并不可知。把所谓客观的自然和生活作为艺术创造的出发点是荒谬的。在新艺术

家心中、眼中、耳中、鼻中、手中、口中所有感知系统中的自然和生活，永远是一堆可能的素材，一些语言质料，那些素材对于艺术表现

来说，往往并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艺术的。自然和生活是一种心灵形景，这种心灵形景在看似客观的物事与大众艺术史的双重挤压下寻找

缝隙，打开一线生机。新艺术可能在这一线生机中萌发。

形景主义作为新艺术的理念命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与传统的“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一种狭隘的主题隐喻和观念选择。

在形景主义系统中，任何自然和生活的感觉质料，物物关联，包括艺术史的审美质料，都可能成为新的形景语言。比如，红，是一个质料

范畴；绿，也是一个质料范畴；相应的，偏绿，当然也是一个质料范畴。形，不是所谓客体的造型；景，也非风景。当“形”与“景”同构，

而形成一种直观的新艺术语言的时刻，形景主义便在局部或单个作品中诞生了。因此，形景主义是一种摆脱旧艺术教条而通向新艺术的道

路或方法。

可靠的艺术形式最初开显为心灵寂静如初的崭新瞬间。恍惚、荒诞、难以看清的心灵游魂在新艺术刺激下显露它的面貌，犹如春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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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的激励下欢欣吐出。

“文化大革命”时代，在意识形态生活的特殊土壤中，红、光、亮，曾经是阐释生活和自然的强大语言图式，表现了一个疯狂群体的

公共心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本土现代主义艺术崛起，以黑、白、灰的色彩构成关系，消解了红、光、亮的政治波普，重新阐释了生活与

自然的近乎悲剧性的深度，形成了另一种强大流行语言图式。

我们看到，无论红、光、亮，还是黑、白、灰的色彩构成关系，都因主流或民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成为特殊年代的隐喻文化。

形景主义新艺术在自然、生活与个人纯粹直观能力的崭新确证过程中，创造了绿、蓝、黄的色彩构成关系。这是一种新的色彩构成关

联，它彻底摆脱了意识形态隐喻的干扰，显现了对纯粹直观色构和形构的痴迷。绿、蓝、黄的构成关系，是超价值观隐喻的纯粹艺术直觉。

绿、蓝、黄的色构关系是个开放的系统，它们作为一种自然的色彩基调，从任何一种色彩和色调出发，可以滋生出无数种的构成倾向，

正如“偏绿”是一种风春万象般的构成特征，可以看作是云南山水的一种“形—象”特质。的确，从近年来云南大学师生们的当代艺术作

品看过去，“偏绿”已经成了形景主义新艺术的一个语言内涵。

正如自然和生活从来没有停留，“偏绿”也不可能停留。“偏绿”直观的、不加遮蔽的自然在艺术中穿梭的一种节律。真正能在艺术

中川流不息的是“偏绿”这种形景音乐。这种音乐是形色音声的纯粹咏叹，绝不负载意识形态的“道”，也不负载任何人为的价值观内涵，

更不愿意负载艺术史之重。“偏绿”语言中的杰作，是卿云的音色。

在我看来，红也好，绿也好，黄也罢，任何色彩都是没有意识形态主题的。要做大艺术家，首先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不能把各种主题

强加给色彩，当然也不能强加给线条或形。蒙德里安在《无主题艺术》（Art without Subject Matter）中说：“每个人都知道绘画和雕塑

涉及表现艺术的本质，而不是披着外衣的艺术的表面。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艺术的本质在造型上只能通过线条、色彩、形以及它

们的相互关系被表现出来，这样，它就没有任何特殊性的主题。”形景主义强调纯粹直观视觉和节律的表现，也是对主题创作的反抗。

纯粹直觉和节律是个人性的，不过，由于人类的感知系统有一种共通性的特质，因此，纯粹的形景主义艺术也具有某种普遍性，但这

种普遍性一定控制在个人性的表现才能之内，否则，艺术的单一性力量就可能失效。

犹如“偏绿”，让自然和生活中的某种质料浸润着人的艺术才能旅行吧，在精神世界中旅行，并擦亮自身。独立不拘地穿越，熠熠生

辉地自我命名。

                                                                             2014 年 3 月 30 日 燕庐



12

自然与生命的眺望
云南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文化脉络

武 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