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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国古画深深吸引

走进柯伟业的办公室，空间不大但整洁素雅。办
公桌前悬挂着一幅中国古画卷轴，尤其显眼。“这是
五代十国时期 （传） 关仝 《秋山晚翠图》 的复制
品。在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幽静高深、烟
雾缭绕的高山，山石的笔法运用了‘豆瓣皴’等很多
不同的皴法……”柯伟业用很多专业术语详细介绍着
画作的相关信息。他说，通过欣赏山水画，即使不出
家门，也能体悟山水，这便是中国古代文人所说的

“披图幽对”“卧以游之”。“希望我也能在‘卧游’中
修身养性，感知古人的文化与审美意境。”柯伟业说。

由中国古画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柯伟业笑道：
“这是一个大家都特别感兴趣的话题。”1987年，柯伟
业出生于美国纽约市。自幼学习艺术的他，在青少年
时期就已具备了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在高中时期的一
堂关于东方艺术的课程中，柯伟业第一次接触到了中
国古代绘画。柯伟业说：“我当时看到的是梁楷等南宋
画家的‘简笔’作品，这些作品运用了简约且凝练的
笔法，恰到好处的水墨层次，一蹴而就，浑然天成。
笔墨虽简，但其迸发出的生命力让我无比震撼，这与
西方盛行的当代艺术表达风格大为不同。我便意识
到，在这些画作背后，一定有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
的深厚意涵。”

自此，柯伟业从未停止过对此问题的思考，他开
始大量搜集关于中国古画的资料。当时还在读高中的
他，鼓足勇气，多次联系并请教了美国著名的中国艺
术史学家高居翰 （James Cahill） 先生，表达了自己对
中国画的学习兴趣。后者鼓励他亲身前往中国学习，
进行实地研究。

如果说柯伟业与中国艺术的结缘是一种偶然，那
么他日后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则是出于其明确的个人
志趣。柯伟业本科就读于纽约大学艺术系。2007 年，
他作为纽约大学交换生第一次来到中国，用近半年时
间系统学习汉语。他的中文名字“柯伟业”，就来自于
当时的汉语老师，并一直沿用至今。半年的学习虽然
不长，但已让柯伟业真正涉足了这片他向往已久的土
地，为其后在中国的艺术研究与实践播下种子。

此后，柯伟业曾到日本京都精华大学进修，了解
那些流传到日本的中国画以及它们在当地的演变。“在
日本，我看到很多画作在表现与形式上的变化和差
异。从中我越发感到，画作背后的精神内涵才是支撑
作品的关键，探寻这些画作及其创作者背后的思想源
流，才真正具有研究意义。”柯伟业说。

画“地道”的中国画

2011年，柯伟业第二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走
进宋画的重要创作现场之一——浙江杭州，在中国美
术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硕士期间，柯伟业就读于国画系山水专业，导师
对他提出了一个要求：画出一幅地道的中国画。“何为

‘地道’？在我看来，不仅指视觉层面与古画相似，更
是画作背后与古代艺术家们的‘心有灵犀’。”柯伟业
认为，除了笔墨技法，中国画还蕴含着儒、释、道哲
学思想的丰富内涵，那些内心清净、对艺术无限虔诚
的艺术家的作品才会真正直指人心。

翻开柯伟业的绘画作品集，里面既有典型的古意

山水，比如《岩涧江川图》，还有用手指代笔作画的指
墨作品，比如《溪山飞瀑图》。柯伟业曾在苏州博物馆
的展览中，看到清代隐士高其佩的指墨画真迹，感触
颇深，后来不仅找出其著作研读，也尝试指墨创作。

“在日常练习中，我会在学习不同时期经典作品的基础
上，再结合自己的研究与理解进行创作。”柯伟业说，
学习中国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长期的读画、临
摹、总结与思考之后，才能潜移默化地转化为自己的
艺术语言。

长期的绘画实践也引导着柯伟业的理论研究。“我
的关注点很大程度上与我个人的绘画实践相关。中国
画中‘师古人，师造化’的训练与创作模式让我格外
关注中国古代画论中的术语，这些术语都是支撑中国
画乃至中国艺术审美的核心问题，对于讨论中国画的
源流意义重大。”

近年来，柯伟业把主要精力投入学术研究中，但
他依然保持着对艺术实践的饱满热情，努力探索中国
画水墨表现的新形式。至今，柯伟业已经参加了数次
个人展览与群展。

徜徉艺术山水间

2020 年，柯伟业来到北京大学南亚学系做博士
后，并在 2023 年加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我们学院
吸收了很多来自不同领域、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国际
青年学者。在这里，我能够听到来自不同学科的声
音。”柯伟业说，一件美术作品的背后，可能涉及历史
学、宗教学、哲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多门学科，更
深入的研究，需要采用跨学科、跨语言、跨地域、多
重视角的方法，北京大学深厚而广博的学术土壤，为
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作为青年教师，教书育人是柯伟业的一项重要工
作。本学年，他开设了 《中国艺术学原著导读》 与

《美术概论》 两门课程，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授课风
格。“比起照本宣科，我更倾向于从某个艺术现象或某
个代表性文献出发，进行解读和延伸，将更多精力放
在培养学生的研究精神上。”在柯伟业看来，培养研究
精神要比具体的知识获得更为重要。而兼具专业性、
趣味性与互动性的教学风格，也让柯伟业成为艺术学

院崭露头角的教学新秀之一，深受学生喜爱。“我想和
同学们一起，跨越学科间的壁垒，突破思维上的桎
梏，针对艺术史中的问题，建立结构性的认识，达到

‘教学相长’的效果。”柯伟业说。
从认识中国画、学习中国艺术史，直至在中国长

期从事研究与教学，其间改变的不仅是柯伟业的人生
轨迹，还有他的心境。对柯伟业而言，研习中国艺术
带给自己的人生智慧，莫过于“沉着痛快”这四个
字。“沉着痛快”是中国画论中对笔墨技法的一种评
价，表示画面达到均等、自然、圆满的状态。在柯伟
业看来，“沉着痛快”更蕴含着“中庸之道”这一古老
的智慧，“在作画时，如果太‘痛快’，可能会显得浮
躁与随意；如果太‘沉着’，可能会失去灵气。只有达
到沉着痛快恰到好处的状态，画作才会圆满。”柯伟业
说，既要精神饱满、元气淋漓，也要心境如磐、优游
不迫，这是作画的境界，也是做人的道理。

虽然已在中国13年有余，柯伟业仍称自己是“初
学者”。如今，这位中国艺术文化的“初学者”正以谦
卑与真诚的态度，徜徉于中国古代艺术的山水间，用
自己的方式在不同文化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由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中国国家画院共同主办
的“互鉴与融合——全球化视野中的油画与水墨”展，日
前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明德楼举办。展览以靳尚谊、邵
大箴、全山石、周韶华4位美术界名宿作品为核心，旨在向
他们的九秩人生致敬，感谢以他们为代表的美术前辈们对
中国艺术作出的贡献。

靳尚谊、全山石、周韶华、邵大箴4位先生是新中国美
术的开拓者，也是新中国美术话语的主要建构者。他们创
作、研究的历史，是新中国美术发展史的重要部分。靳尚
谊作为油画民族化、本土化的代表，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创
作出了具有标志性的作品，他所开创的新古典主义油画风
格，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影响深远。全山石是新中国第一
代留学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的艺术家，70年来笔耕不辍，创
作了大量影响深远的重大题材作品。周韶华为中国当代新
水墨的开创者，他以“全方位观照”的视角，以“横向移
植”“隔代遗传”的艺术观，奠定了新水墨发展的方位。邵
大箴以其卓越的理论与批评成就，引领了当代美术发展的
浪潮，为新中国美术学学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除了 4 位艺坛名宿，本次展览还邀请了 20 余位中国画
和油画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作为美术界的中坚力量，
他们的作品一方面表达出对4位前辈的敬意，另一方面也显
示了当代美术创作的活力与水准。

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杨晓阳说，近现代以来，中西美术在互鉴与融合中相互
建构。在本次展览的油画、中国画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
到这一史实。为了突出展览主旨，主办方编撰并制作了

“中西美术互鉴与融合年表”，系统性展示中西美术互鉴的
历史进程。

本报电 （闻逸） 中国美术馆学术邀
请系列展“艺术与生命——瓦列里·列德
涅夫油画作品展”日前与观众见面。本
次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俄罗斯艺术科学
院、俄罗斯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展出
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院士、人民艺术家瓦
列里·列德涅夫 1970 年至 2023 年创作的
百余件作品。

展览分为“灵魂的源泉”“诗意的梦
幻”“浪漫的慰藉”三部分。第一部分主
要为人物创作，包括对家人、朋友的肖
像刻画，作品重视由内而外的神韵展
现；第二部分为风景，着重描绘俄罗斯
乡村的淳朴自然之美；第三部分围绕室
内静物展开，展现各类花卉之美与它们
顽强的生命力。

84岁的瓦列里·列德涅夫善于通过写
生创造性地表现事物，既充满理性，也
不乏诗意，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其大型装饰性壁画及架上绘画在国际上
获得广泛赞誉。他所描绘的人物肖像栩
栩如生，饱含了对青春与母爱的赞颂；
在风景作品及静物写生中，精妙的色彩
语言和交织变幻的光影，表达了画家真
挚的个人情感。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瓦列
里·列德涅夫是俄罗斯人民艺术家、功
勋艺术家，他纯熟地继承了欧洲油画传
统，并发展出自己的风格，值得中国艺
术家借鉴学习。今年中俄两国迎来建交
75 周年，两国还将开启中俄文化年。
希望本次展览为两国文化艺术交流增添
色彩。

本报电（张宁） 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
海市美术家协会、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术馆） 共同主
办的“第十二届上海美术大展”日前在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术馆） 举办。展览围绕迎接“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上海解放75周年”等主题主线，共展出553件
作品，为历届大展数量之最。

两年一届的上海美术大展是上海地区影响最广、
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综合性美术展览。本届展览

参展作品题材丰富，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
粉画、雕塑、漆画、综合材料绘画、动漫、数字媒
体、实验装置、跨媒介交互等。老中青几代艺术家以
不同的观察视角和丰富的艺术语言，讲述城市故事，
描绘多彩生活，展示了新时代新征程上海美术创作蓬
勃发展的整体面貌。

此外，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油画和实验艺术、数字
艺术与动画展区落户上海，本次在中华艺术宫 （上海
美术馆）“一站式”举办。这也是实验艺术、数字艺术
与动画全新展区首度亮相全国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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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城市故事 描绘多彩生活
——“第十二届上海美术大展”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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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油画） 瓦列里·列德涅夫（俄罗斯）

画展致敬美术界名宿
钱晓鸣

追梦人 （油画） 靳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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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后的北京大学校园，银装素

裹，未名湖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就坐落在未名湖

畔。这是一座明清样式的三层园林建

筑，三面围合，屋檐起翘。“这座颇具

古韵的建筑其实是外国设计师的手

笔，也算是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融的

一个见证。”谈到自己的办公环境，美

国学者柯伟业 （Michael Cavayero） 感

到颇为自豪。

作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

授、研究员，柯伟业主要从事中国古

代艺术史与宗教史跨学科的研究。近

期，他凭借其研究成果在全球900多名

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2023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青年研究基金

的获得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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