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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艺术家缪晓春的数字3D打印雕塑作品《新新大象》。 合美术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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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水画自唐代独立成
科 1000 多 年 以 来 ， 大 师 辈
出，有如巨星闪耀于中国山水
世界。至当代，山水画承载时
代精神，表现出更为丰富的笔
墨表达。画家崔振宽，自如把
握意象与抽象的界限，探索中
国山水新境，在焦墨山水领域
尤为突出。

崔振宽的创造性完成于取
舍之中，可以用一条路线图来
表征：取—融—疑—舍—变—
化—进。具体而言，在上世纪
60 年代，他取西式写生并坚
持至今，又以长安画派的笔墨
技法和中国书法消解学院派西
式造型法；20 世纪 70 年代末
至 80 年代中期，他在长安画
派基础上进行改造，强化了
画面的力感和质感，从“干
裂秋风，润含春雨”两个审美
向度进行拓展，形成更大艺术
张力。

上 世 纪 80 年 代 中 期 以
后，中国画发展面临着历史
的、现实的、外来的多重问题
与压力。崔振宽意识到，想要
实现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必须
认识到中国画的核心与精髓是
什么？或者中国画的支撑、精
神、学术建构以及发展方向的
重要依托是什么？他发现了笔
墨。崔振宽并非仅仅从民族性
的角度出发，而是从问题出
发，在东西方美术的认识论和
方法论基础上，以可能性和可
持续性为考量，选择了笔墨作
为创新对象和解决问题的方
案。上世纪 90 年代初，他舍
弃追求纯形式的努力，将笔墨
与西部意象结合，在美学认知
上兼顾优美与崇高，探索出长
线大点、笔笔生发、瓦叠浪排
的雄强健劲表现方式，笔力沉
雄 老 辣 ， 成 苍 莽 气 象 。 自
此，崔振宽一方面坚持水墨
的深化研究，一方面在焦墨
领域锐意探索。概而言之，
他开始了对自己艺术的建构—
解构—再建构。

清代黄钺在 《二十四画
品》 中说：“气厚则苍，神和
乃润。”如果说苍莽更多表现
为气沉势足的话，苍润则体现
了气势与气韵之间的平衡。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崔振宽
对物象的把握更为主观，笔墨
更富表现力，其绘画由苍莽跃
进到苍润之境。同期，他通过
截景山水实现了作为艺术现代
性标志的平面化和抽象化，且
没有牺牲笔墨质量，达成了笔
墨在平面化和抽象化上的相得
益彰。

黄宾虹之于崔振宽有着重
要意义。崔振宽在上世纪 50
年代晚期第一次看到黄宾虹作
品，“心有戚戚焉”。上世纪
70 年代，崔振宽开始进行少
量的白描式焦墨创作，并逐渐
丰富之，于 1973 年一次性发
表 6 幅焦墨作品，初见峥嵘。
崔振宽对黄宾虹的研究默默进
行了数十年，在 1992 年的西
部之旅后，他连续作100幅八
尺斗方焦墨作品。应该说，
崔 振 宽 雄 浑 苍 润 的 艺 术 风
格，得益于长安画派风格与
黄宾虹复笔醇厚表现力的融
合。从此，他开始了水墨、焦
墨分治互鉴的阶段。崔振宽此
前并未临摹过黄宾虹作品，只
是在头脑中“透视和解剖”黄
宾虹。直到 2021 年春节，崔
振宽才第一次对临，以示敬
意。他对黄宾虹的理解不在
于一笔一墨的临仿，而在于
意识连接、精神交流、心灵
相 通 。 崔 振 宽 的 研 究 或 取
舍，并非完全“捆绑”黄宾
虹 ， 他 对 南 宗 脉 系 、 赵 望
云、李可染、陆俨少等都曾
深研细剖，对西方各时期艺术
也颇为熟悉，但并不一味批判
或盲目认同。

崔振宽近期作品总体上呈
现出浑穆气局。他从两个矛盾
的角度不断突进，一方面，既
保持笔与墨的媒介特性，又虚
化笔与墨的实在性，追求画面
实中虚、虚中实的感觉，如
2021 年 《山非山》 系列；一
方面又利用笔与墨的原初属
性，构建画面的多重空间，形
成类镜像感的关系，如 2022
年《树》系列。

在焦墨领域，崔振宽试图
解构绘画元素，将绘画还于绘
画本身，且赋予绘画哲学意
义。他将焦墨与彩墨、丙烯混
融于画中，从材料方面进行了
实验与突破。在焦墨内部，他
意图解决材料固定化前提下的

艺术自足和本质化问题；在
外部，他意图解决焦墨的兼
容性和延展性问题。他对离
散、耦合等绘画结构问题也
钻研颇深。

崔振宽在每一个艺术阶
段，都在大胆取舍中锐意创
新。众所周知，艺术家的任务
就是创造性本身，创造性是艺
术的本质，也向来是衡量艺
术家的重要标准。艺术不是
对自然的简单再现，也不是
对现实的简单美化，它需要
不断打破惯例和规则，提出新
认知，创造新技法，进入新界
域，并引领人们认识美，通过
作品品质和思想性，形成时代
艺术精神。

崔振宽的艺术根基在于他
对中华文脉的传承。周秦汉唐
博大精深的文明滋养、延安红
色文化的激励、长安画派创新
精神的鞭策、中国深厚的民族
民间美术的影响、现代性思考
以及对世界艺术的辩证借鉴，
使他在凝练笔墨之美的同时，
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创新，其
艺术呈现出一种轩昂品格、撼
人气质和恒久魅力，勃发着时
代精神。

艺术与时代互为表里。崔
振宽的作品整体气势宏大、磅
礴浩荡、昂扬辉煌，画中每一
根线条、每一块墨色都有着自
内而外的独特审美魅力，又共
同构筑了整幅作品乃至全部作
品的沉雄、博大、雍穆，体现
出时代的恢弘气象。

崔振宽坚信笔墨对中国画
改造的重要作用，提出新的笔
墨理论，并在实践中丰富了笔
墨技法，对笔墨及其系统的解
构性和符号化，又将中国山水
画引入当代性界域，对当代山
水艺术具有一定的启示性意
义。他以 70 年的努力阐释了
一个道理：只有深耕本体，还
艺术以艺术性，才可能创造真
的艺术。

崔振宽为祖国山水写照，
在创作中发现、设置并解决
了诸多画学上的学术问题，
提 升 了 笔 墨 意 趣 和 思 想 内
涵，扩大了山水画的认知边
界，其作品体现出当代艺术的
创新性，同时彰显了正大光明
的中国气象。

（作者系西安美术学院副
教授）

通过艺术叙事讲好中国故事

走进位于武汉市汉阳区月湖之畔的武汉美术馆
（琴台馆），只见高大的展厅、工业风的墙面，各种
造型独特的艺术陈列或置于地面，或挂在墙上，或
悬于屋顶，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作为武汉双年展主场馆，武汉美术馆 （琴台
馆） 于2022年12月28日开馆，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清
水混凝土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 4.3万平方米，共 5
个展厅，展陈面积1万平方米；外部造型如“起伏山
丘”“银色梯田”，屋面被植被绿化和蜿蜒曲折的栈
道覆盖，成为武汉艺术新地标。当天，武汉双年展
在此开幕。

“2022武汉双年展立足武汉，面向世界，以开阔
的文化胸怀汇集全球艺术优秀成果，以创新为主题
彰显中国艺术的时代精神。”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
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介绍，展览通过城市、文
化、创新、生态、开放五个专题板块，展示中国艺
术创造与国际艺术发展的趋势，展现守正创新、探
索开拓的艺术发展气象。

武汉美术馆 （琴台馆） 展出的“文化样态”“城
市形态”“创新动态”三个专题板块，涵盖绘画、装
置、多媒体、影像等当代艺术作品，体现国际视
野、中国情怀、武汉特色。这些作品既有传统题材
的创新演绎，也有当代题材的艺术阐释。

高达 8米的雕塑作品 《溪山闻声——山川可游》
取材于北宋经典山水画《溪山行旅图》，艺术家武定
宇把巍峨高耸的山体用不锈钢材质重新拼接，将平
面的画作变成立体的雕塑，突出了山水的灵动韵味
和留白的想象空间；艺术装置 《刻舟求记》 以浙东
大运河舟楫为主体，通过书写、镌刻、拓本、影像
等综合元素，重新唤醒大运河的历史文明记忆；油
画 《八步沙三代追梦人》 塑造了以八步沙“六老
汉”为代表的八步沙林场三代职工 40 年来接力奋
斗、抗击沙漠化的感人形象。

武汉元素是本次双年展的一个重要特色。《江城
旧影》 集中展出了武汉美术馆珍藏的部分武汉老照
片，以及马克·吕布、谢国安、田飞、贝特朗·莫尼
埃、麻建雄等中外摄影师镜头下的武汉；《渐行渐远
的轮渡，忽冷忽热的单车》 是城市规划师黄焕的一
组摄影作品，他将目光投向轮渡和单车等传统交通
方式，唤醒了老武汉的记忆。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费俊的作品 《有趣的世界·武汉》，则是 2019年威尼
斯双年展中国馆参展作品的延伸，以“武汉元景”
为主题，在虚实共生的元宇宙愿景下，共同探索和
呈现武汉公众对这座城市的未来想象。

展示全球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武汉衔接南北、贯通东西，自古就有“九省通
衢”之称。2022 武汉双年展以“艺以通衢”为主
题，充分展现当代文化艺术交流融合的实践成果和
精品佳作。

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邵晓峰表示，本次双年
展以“美”为媒，邀约遍及 61 个国家的 116 个“武
汉国际友好城市”和“武汉国际友好交流城市”的
当代艺术作品及优秀艺术家参展，开创了国内双年
展国际作品参展新形式，和世界艺术发生共振。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艺术是社会创新的强劲引
擎。在“创新动态”专题，观众可以欣赏到日本艺
术家北冈明佳的视错觉图像《秋色沼泽》，澳大利亚
艺术家亚当·塞拜尔的彩色有声视频 《感受热》，美
国艺术家埃里克·德麦捏、马丁·德麦捏的声乐表达
艺术 《曲乐》 等，这些作品聚焦全球各地当代艺术
家响应和参与新一代科技革命、探索新人类经验的
生动实践，十分“烧脑”又充满奇趣。

生态环境保护，是全人类面对的共同议题，也
是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武汉美术馆 （汉口
馆） 展出的“绿色生态”专题，分为“金”“木”

“水”“火”“土”五个板块，汇集全球36位艺术家的
作品，全面呈现艺术家对环境保护作出的努力和艺
术表达。

在一段长廊通道两侧分布着十余幅展现夜晚植
物的摄影作品，观看时就像走入一条花园小径，长
廊的尽头还有樱花、松针等植物。这是法国艺术家
阿娜伊斯·唐德的影像装置作品 《呼吸在夜晚》。而
艺术家任前的作品《取水：从这儿到那儿》，通过文
字及影像，展现艺术家在世界各地水域取水样……
这些作品通过生态艺术、生物艺术、绿色科技、艺
术乡建等不同艺术方式，让观众理解环境和生态问
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武汉合美术馆举办的“开放姿态”专题，在
“开放、融合、未来”的艺术背景下，邀请58位中外
艺术家，展出80余组作品。“开放姿态”策展人、中
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介绍，在遴选艺术家
时，特意关注了艺术家代际和文化背景的多样性。
从成熟的国际知名艺术家，延展到近年来涌现出的
年轻艺术家，在学科、领域、媒介等方面也体现出
多元属性。

艺术家的年龄方面，从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乔

安娜·普赛-达特、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伯纳德·皮
法雷蒂，到 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亚历杭德罗·坎平
斯……艺术家代际和文化背景的多样性，也呼应着
展览多元融合的内涵。

打造“没有围墙的艺术之城”

2022 武汉双年展在“三馆联动”的同时，还将
串联多个艺术空间的平行展，开展美育志愿者行
动、学术论坛、艺术家采风等多场文化艺术活动。
市民游客除了在三个主场馆观看展览，还可以到汤
湖美术馆、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美术文献艺术中
心、芷美空间、东湖杉美术馆等9家艺术机构欣赏特
色平行展。

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汤湖美术馆，正在展
出的鲁杨个展，以开放的姿态将新锐、多元化的艺
术展览呈现出来，不仅包括传统的艺术形式，还将
设置专业的影像展厅、装置专区。而《逐·物——李
正文、李原、李纯三个展》 则是该美术馆首次系统
性梳理家族美术史，展出 90多件作品，通过二维与
三维空间的艺术作品展示，充分体现了各自对艺术
作品的理解与学术传递。

在武汉市武昌区的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正在
展出《学院新创—超模型 湖北美术学院青年教师五
人展》，打破风格流派的分野、超越媒介的界限，
聚焦艺术家个体的独特视角，呈现 5 位当代青年艺
术家不同的视觉样本、创作路径和艺术实践方式。
武汉东湖之畔的东湖杉美术馆则推出沈爱其个展

“回来鸟——沈爱其的画”，展出沈爱其水墨作品及
大量文字。

通过遍及全市的艺术机构和多个平行展，“出门
就是艺术馆，家门口就能看展”已成为武汉市民的
一大乐趣。“美术馆不光是艺术家殿堂，也是公众课
堂。”2022 武汉双年展展览总监傅中望说，“零距离
可谓当代艺术的一大特性，就是让观众参与体验，
让艺术作品和观众有互动，观众可以借由个人经
验、学识、审美、想象力，和艺术家一起进行二次
创作，扩大作品的内涵和外延。”

“武汉双年展持续半年，将吸引成千上万的美术
爱好者和游客从四面八方来武汉‘打卡’。”武汉市
文旅局副局长范继先介绍，武汉将结合“相约春天
赏樱花”“武汉之夏”等文旅特色活动，举办看展览
赏樱花、看展览观演出、看展览逛非遗等主题活
动，围绕展览场馆精心设计城市旅游路线，将艺术
融入城市生态、市民生活之中，将武汉打造成“没
有围墙的艺术之城”和“艺术家的向往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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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渔港之一（中国画）崔振宽

▶ 美国艺术家切莉尔·霍茨博格版
画作品，左为《骚动》，右为《内布拉斯
加州》。 武汉双年展信息中心供图

王恩来作品《释压玻璃板》。 合美术馆供图王恩来作品《释压玻璃板》。 合美术馆供图

陈荣新、洪荣满、张云峰、孔德林作品 《后天
计划》。 武汉双年展信息中心供图

◀ 王志鸥作品《西陵峡口》。 史 伟摄

武汉双年展举办

多彩艺术交融绽放
本报记者 范昊天

潮流前卫的艺术设计，展现
“汉味”特色的艺术装置，融合
多元文化风格的艺术陈设……春
节期间，在湖北武汉市三大美术
馆——武汉美术馆 （琴台馆）、
武汉美术馆 （汉口馆）、合美术
馆同步举行的2022武汉双年展，
成为游客热门去处。

“双年展”是具有广泛国际
影响力的一种大型艺术展览形
式，具有开放性、时代性、创新
性等特点，一般两年举办一次。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市人民
政府、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的2022武汉双年展，展出285位
中 外 艺 术 家 及 团 队 的 446 件
（组）艺术作品，从2022年12月
持续到2023年5月，呈现给全球
观众一场精彩的艺术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