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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扩张的宗旨在于建立，建立中国式的现代水墨艺术体系，从而验证民族文

化面对时代的进步应具有的创建性和先进性；在于整合，整合与梳理传统文化形态

在面对自然生态时所持有的态度、观点和言说方式，是形成现代水墨形态的基础。

——刘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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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垂冬，薄暮时分，白雪骤降，苦寒尤甚。进安归京路滞。遂留居石门。邀至鄙舍书斋，

老友晤面，静坐相望，神契满怀。任冬宵渐临、飞雪叩窗，备四壁清风、两盏淡茗，一场关于中

国绘画重“神”传统当代命运的对话在我们之间温暖而平和地进行。

孙：近日重读传统画论，在这些被历久传诵的经典名言中，我尤为喜爱苏轼的《书鄢陵王主

簿所画折枝》其一诗中所讲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和齐白

石教授门人时所说的“画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这两句。反复吟哦，

意味深长。

进安：是啊，我也有同感。我认为，苏东坡与齐白石的这两则画论可以联读互赏，它们共同

导引出中国传统绘画美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形神论。对于这个命题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因为它

在整个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中恒主地闪耀着熠熠光辉，之于绘画，它所阐析的是绘画艺术与客观

现实及思家主观情思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画家和你们理论家都关注的一个话题。

孙：那我们沿着这个题目多说几句吧。形神论是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在你我之前，不知被多少人或坐而论道或青灯对话地谈论过。循流溯源，

东晋顾恺之首倡“以形写神”，他在《魏晋胜流画赞》中讲道：“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

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南齐谢赫的“六法”承断顾氏而来，

将“气韵生动”列为其首。唐代张彦远又发展了谢赫的思想，提出“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

其后，邵梅臣认为“神采为上、形质次之”，沈括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谢赫主张“不在形似”

而“务求意趣”。可知东晋以降，上述这些观点共同构建了中国绘画以重“神”为旨归的“形神论”

学理谱系，成为中国画论的主导观念，深刻影响了画坛的命运走向。特别是经过以顾恺之、吴道

子、李思训、韩幹、顾闳中、李公麟、荆浩、关仝等人为代表的艺术大师们奇勋卓著的笔墨实践，

中国传统绘画重“神”之传统正式确立。你对于这一传统的成因做何思考呢？

进安：考察这一传统的诞生， 认为应该有两个很重要的缘由。其一，中国传统文化母体本身

中国绘画重“神”传统的当代考察

—由两则经典画论引发的一场对话

文／孙金韬



今年 1 月初，河北美术出版社策划“心路历程——21 世纪中国水墨艺术家创作探究系列”，

并拟出具体构想，约我参与其事。我能做的，是对画集图片与文字规模提建议，草拟给画家的邀请函，

为系列丛书写篇序文。

回顾 20 世纪的写意人物画，大约可归纳为前后交错的三个时期、三大类型：

第一个时期，20 世纪前期，传统型画家和作品居主流，大体延续传统写意人物的画法与风格，

著名者如齐白石、陈师曾、王一亭、徐燕孙、张大千、关良、陈少梅、李可染、刘凌沧、吴光宇、

傅抱石、赵望云、司徒乔、邓芬、黄少强等；其次为早期融合中西型，多把欧洲写实方法或新日

本画的方法，与中国画笔墨方法加以折中融合，如丰子恺、徐悲鸿、蒋兆和、方人定等。

第二个时期，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中西结合型变为主流，是把欧洲与苏联的写实画法、

传统写意法和革命美术的政治要求合为一体，徐悲鸿、蒋兆和、李斛、王盛烈以及他们传授的学

生如杨之光、张德育、卢沉、周思聪、姚有多、杨力舟、王迎春、刘大为等；新浙派画家李震坚、

周昌谷、方增先及他们直接传授的学生如刘文西、吴山明、刘国辉等，湖北画家汤文选，陕西画

家石鲁、王有政、郭全忠，四川画家马振声，广东画家林墉等，这些画家，都强调在写生的基础

上创作，其风格趋向，或偏于写实型的写意，或偏于表现型的写意。居香港的丁衍庸，原是早期

现代主义画家，后由崇敬八大而回归传统，创造了以夸张变形的勾勒形象为特点的简笔大写意。

这个时期仍有一定数量的传统人物画老画家，如徐燕荪、宋吟可、刘凌沧、吴光宇、谢之光等。

另有一些画家从速写、漫画、连环画转入中国画，著名者如叶浅予、黄胄、程十发等。

第三个时期，80 年代至今。活跃于世纪前半叶的老画家陆续过世，生于 30 ～ 40 年代、成

长于 50 ～ 70 年代的画家逐渐进入中老年境，改革开放新时期涌现的年轻画家逐渐成为中坚，他

们有了接触与借鉴异域文化的环境与条件，思想更加开放，个性更加独立，自由探索和大胆创造

的风气更浓，作品也愈加多姿多彩。其中生于 50 ～ 60 年代的画家，有“文革”记忆，在改革开

放的大环境中，亲历’85 现代美术运动以及 90 年代后回归传统的思潮，成为时代巨变中承前启后

的一代。大致说来，他们的特点是：

序：

回顾与前瞻
——谈当代写意人物画

文／郎绍君

绝大多数毕业于美术院校，接受过写实艺术和传统绘画的双重训练，有传统意识，也有现代

观念，在技术方面，重视造型能力；在观念上，重视以形写神的中国传统，坚持基本的笔墨方法，

与观念性的“当代艺术”保持着距离。

大都认可以真善美统一的传统审美理想，看重艺术的美育功能，多能辨别画格的雅俗，趣味

的高下，不追求极端的个人性与过度变态的精神表达，不与有低俗、恶俗、暴力倾向的艺术同流合污。

在传统与现代、世界性与本土性的两难选择中，多能自觉承担连接、调和和开拓的作用。

他们面对的难题和挑战是：

如何推进人物画的深度描绘。自宋代以来，人物画渐次衰落，其主流地位被山水花鸟画所取代。

人物画衰落的主要根源，是缺乏深刻理论思想的支持，回避社会矛盾与人生命运的刻画，弱于对

内在世界的深层揭示。缺乏基于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的批判精神。改变这一状况，还有待一代代

的追求和努力。

写意人物画相对强调画家的主观感受、弱于深入的真实描绘。但画家个人的主观意识和审美

趣味千差万别，未必都与真美善的要求相合。如何升华画家的精神境界，强化思想力与感受力，

又如何强化写意中的写实和写实性的写意 ，是对画家的最大考验。

伴随着艺术市场的兴盛，许多画家为赢利所绑架，导致批量生产，作品趋于同质化（风格化），

甚至艺术停顿，才能腰折。如何处理好利与艺的关系，树立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已成时不我待之事。

概言之，中国写意人物画在传统的基础上，从西方艺术吸取营养，面对现实生活，成为最具开

拓性的美术门类。其中，新时期的写意人物画尤富探索性和成就。但要清醒地看到，当代中国画趋

于多元，其样式、画法丰富多彩，也畸变而混杂，中国画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在商业性出版物过盛、

复制性绘画流行、市场炒作风起的现实情境中，理性的认知视野被大大忽视和遮蔽。我们首先需要的，

是做朴素而清醒的学术梳理工作。本丛书以 16 位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写意人物画家为案例，

透视新时期写意人物画的特点、趋势和存在问题。编者的目的不是制造明星式的选秀，而是展示每

个画家艺术风貌、呈现当代写意人物画的历史性身影，以便对它有清醒的知性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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