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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点将

系列之十一

刘骁纯：独树一帜的理论和艺术创作
追寻崇高大美，呼唤民族大灵魂

李树森：著名评论家刘骁纯曾评价说：“周韶华是中国

水墨画坛的革新大家，是中国现代水墨画的开拓者和先行

者之一。与这一领域的其他开拓者和先行者相比，他又有所

不同———他以其独树一帜的理论和艺术创作确立了自己在

画坛的独立地位。”请概括性地谈谈您独树一帜的理论。

周韶华：我三十多年里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把中国
画从古典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就是转变为追寻崇高大美，
呼唤民族大灵魂的现代形态。我的理论就是彰显中华文化
的具体精神，渲染中华文化崇高大美的灵魂。与其他国家拉
开距离，与古人也拉开距离，是一种崭新的面貌。

为什么把崇高大美、民族大灵魂作为一个核心创新的
灵魂？我们创造了五千年的伟大文明，但是到了清末之后
很长时间内遭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变得很贫穷落后，同时
文人画也走向了低谷。那时的文人画追求小趣味，追求小
我，忘记了大我，大我应该是中华文化，它变成了小我文化，
就是部分国人在那里找一个精神家园，找一个自由天地，用
艺术来愉悦性情。当然，从个人审美来说，愉悦性情是每个人
完全享有的权利。但是在当时历史时代的大背景、大要求之
下，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充分发挥其更
重要的功能。就当今社会而言，艺术家要呼唤的就是文化自
觉、文化自强、文化自信、文化自振，要充分地呈现我们东方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我认为你提出的建设中国的“强元”文化
就是这样的价值观，要大力倡导、推崇这种价值观。

作为一个画家，文化自觉、自振、自信首先体现在你的
文化立场上，所以我崇尚大美，呼唤民族大灵魂，甚至认为
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精神就是一种大美主义，就是崇高雄
伟，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中国文化和中国画转型不
是要转到西方去，我们的主体还应该是从五千年的文化中
提炼、继承、发展起来，从历史的辉煌中创造新的辉煌。

高度警惕中国画坛文化缺失问题

李树森：您认为当下中国画坛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周韶华：中国画坛成就很大，但问题也不少，其中一个
严重的问题是文化缺失。文化缺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失落。
很多画家脑子里几乎没有这种价值取向，满脑子装的都是
名利，它完全取代了民族灵魂，这是一种危机。

不要小看这种危机，我说它的严重性不是危言耸听，是
有很多历史事实证明的。我举几个国家过去的例子。古巴
比伦曾经创造了两河文化的辉煌，那么巴比伦王国怎么在
地图上就消失了呢？那就是它已经失去了文化记忆，没有
后人继承巴比伦文化。它的文化丧失了以后，祖国也丢失
了。古埃及文化是人类历史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但到后来埃

及人都不懂象形文字了。这就是文化失落和文化丢失的后
果，说明文化丢失影响民族的存亡。我们现在那么多画国画
的人，自己标榜自己是画传统的，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
精神不知道，只是捡历史碎片堆砌，然后认为那就是传统，其
实这是一个误区。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根本不是用中国文化精
神来画中国画，他是用西方文化的标准来画的，重视物体结
构、物理性，侧重于质感和量感。中国的写意国画是讲文质，
这些人是在讲物质，画中国画不讲文质就是文化丢失，这是
非常严峻的问题，今后要大声疾呼找回中国的文化。中国画
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你把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丢掉了，
作品就谈不上是国画了。

文化复兴，艺术必然是它的亮点。欧洲文艺复兴就是这
样的，文艺复兴这个火炬是提倡人性解放，但真正放出火花
的是艺术，艺术方面出现了几位巨匠，使历史出现跨越式的
进步。

隔代继承历史辉煌点

开创超越历史新篇章

李树森：您是一位理论著述颇丰的艺术家，而且您的理

论反响很大，这在当今艺术家中并不多见。在您的理论中最

有影响力和最具学术价值的是“隔代遗传”论、“横向移植”

论和“全方位观照”论，刘骁纯先生说这是“广义传统观”。

您对此怎么看？

周韶华：刘骁纯先生给我概括的很好，实际上三十多年
里我就是靠这“三论”当家。
“全方位观照”论是讲大的历史观、文化观。是超越时

空，连接古今，把中华五千年历史连接起来，把天上、地下、
人间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统一体。这样，我们就不只是从眼
皮底下看艺术。

我的艺术创作发展也不是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我首先
是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上寻找最辉煌的点，把巅峰时期
的文化资源作为参照和范本，再经过发展、提高，创造新的
历史辉煌，这是主体文化发展的结果。但是，为什么我又提
出另外两论呢？“隔代遗传”论，就是要跳过一些时代，去寻
找那个最光辉的时代，而不是把历史的所有东西都继承。中
国历史有很多辉煌的历史时段，比如仰韶文化、青铜文化、先
秦文化、汉唐文化，把这些东西拿过来作为基础，创造新的文
化，这就不是一个浅薄的文化，而是立体的、非常有历史厚度
的文化，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同时又是面向未来的。我们向往
新的伟大复兴时代，就非常需要超越历史的新东西。
“横向移植”论，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大意识、大思维，也

就是说我们中国画创造出来不仅仅是给中国人看的，还要
给世界人看。要敢于吸收别人的优点，要寻找一些共同语
言，这样别人容易接受。所以我的画也吸收了很多西方的
东西，还有中国南方的，只要是好的都可以适度吸收，最后
画出的结果是中国人说好，外国人也看得懂，但我的作品依
然是坚定而鲜明的民族文化立场。这“三论”既向中华五千
年文明对话，也向人类文明对话，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艺术形
态，为中国人服务，也为全世界人服务。

国画家必须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

六岁就敢在如小山般高大浪里自由穿梭

李树森：黄河、长江、大海，这是您著名的“三大战役”之

论，请您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题材？为什么称之为

“三大战役”？

周韶华：对于中华文化，过去我们知道较多的是黄河文
化，因为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但是长江文化也是中
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以前大家提的少一些而已。我们国家对
海洋文化认识较晚，从洋务运动开始引进了一些海洋文化。
实际上中国以前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只知道领土而忽视了
领海，这导致海洋文化贫乏，没认识到海洋是中国人最大的
发展空间之一。为啥叫“三大战役”，就因为每一块都太大
了。这也算是我的人生三部曲。但是中华文化太博大了，我
一个人都把它拿下来不可能，只能说接触到某一些点。

黄河两岸的文化深远得很，我到黄河去之前读了一个
月有关黄河的书籍，了解了很多东西。

作为一个画家要去画黄河的时候，我就对黄河沿岸的

很多重要文化古迹都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包括司
马迁的故乡和他的坟墓埋在什么地方，汉代的画像石、武梁
祠等，尽量不遗漏。跟我一块去的人感到很奇怪，说画黄河
怎么去看这些东西。

中国人喝着黄河水创造了丰富灿烂的黄河文化，甘肃
的马家窑有大量表现水的彩陶，从水纹的运动也看到一种
天地的运动，这里面内涵多的很。画家必须深入到文化的深
层结构，不然创作的作品就是很表面化的。

为了搞好海洋文化题材，我跑到山东威海，住在刘公岛
上，今年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举办的个人展览，展出的关于
大海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在刘公岛上画的。

长江文化多么伟大，长江文化催生了老子、庄子，它跟
北方文化体系有很大区别。楚人灭秦，到后来刘邦建立了汉
天下，把楚文化和黄河文化汇合才形成了深厚的汉文化。

中国画跟西洋画存在很大不同，画西洋画去写生素描
就行了，中国文化是写意文化，不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就画不出真正好的中国画。中国画的意象、意境跟西方绘画
完全不一样，这些主要都是因为文化的差异。

选择这样的题材，可能与我小时候的一些生活经历有
关。我生长在大海边，早上一起来就看见浩渺无际的大海，
太阳从海里面升起，晚上太阳还是落在海里，自己看到了特
殊的宇宙空间，这对于创作的潜意识非常重要，胸怀里就不
是小鼻子小眼儿、穿针穿线的小玩儿意，它始终是宇宙大空
间，是大海的一种胸怀。六岁时我就在大海里游泳，台风过
来的时候浪很大，有两三层楼高，我敢在大浪里穿梭。别的
小孩的爸妈眼看着这种情景吓得不得了，我自己却开心的
很。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不记事，我母亲生病出不了门，她
不知道，若看见还不知道会吓成什么样。这培养了我敢想、
敢闯的性格。

邵大箴：

说韶华是开宗创派的人物，并不过分

李树森：您是中国画革新探索的典型案例，而且取得了

很大成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您的山水画作品，

不囿于重复传统和陶醉在个人情趣技巧中，在构图上有意

打破传统章法，自立门户。对此，著名评论家邵大箴说：“我

认为，说韶华是开宗创派的人物，并不过分。”请问您对中国

画继承传统与创新问题怎么看？

周韶华：我考虑这个问题也是要从全局来思考，国学老
前辈画的中国画西边基本上止于秦岭、终南山，另外看到的
基本上是黄山、太行山、终南山，以及岭南这些地方，前人始
终在这些地方推磨转圈，没有走出来。

要创新就要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去探索新的语言、新的
表现方法，做到了自然就跟前人拉开了距离。我们赞赏前
人，学习、继承前人，不等于就是去模仿前人，那样绝对超越
不过，真正经典的作品，真正称得起大师的作品是不可逾
越、不可企及的。必须走新路，攀登你自己的峰。

中国的古代雕塑艺术超越西方

中国正迎来又一波“盛世文化”

李树森：您是一位具有深邃思想和强烈责任感的艺术

家，曾写过一篇文章《追寻大美，建构盛世文化》。为什么要

提出“追寻大美”，在您看来什么是“大美”？中国应该建构怎

样的“盛世文化”？

周韶华：前面已经说过，我就是崇尚崇高大美、民族大
灵魂。民族大灵魂在我脑子里的标杆就是汉代陵墓的那些
雕塑，唐代十八陵那些石雕等。我们中国的云冈石窟、龙门
石窟大佛等大的雕塑艺术，都是举世无双的，它的整个形式
结构都是超越西方的，我们中国人不要妄自菲薄。过去西方
以他们的东西为标杆，其实我们的大佛都是神仙的气度，西
方的雕塑没有咱们的那么庞大，也没有中国这种文化容量
和精神含量，他们注重的只是形体的逼真。

一个时代真正的强盛，文化应该是先导，这是欧洲文艺
复兴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没有欧洲文艺复兴怎么能有欧洲
资本主义市场呢？其工业文明的基础是文艺复兴。作为文艺
复兴三大美术“巨人”之一的达芬奇，还是一个大科学家，他
的科学笔记后来破译出来了，有科学家称如果能够及时破

译出达芬奇的笔记，整个人类的科学要提前一百年。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预感到中国的盛世文化快要来

了，那时我给学生讲课，讲盛世文化题目的时候，很多听了
都不以为然，很多人不明白，好像听说书一样，他们脑子里
还没有这个概念。中国历史最后出现的盛世文化是汉唐文
化！先秦文化出现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这么多伟大人
物，才称得上是盛世文化。我们现在还不完全具备产生盛世
文化的条件，但历史发展到今天，是需要做好充分准备的时
候了。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文化素质和文化艺术表现出来的
水平，跟盛世文化还有很多地方不相匹配，要匹配才能建构
盛世文化。当然，产生这种不相匹配的原因很复杂，文化艺
术的发展需要正确面对，需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现在民族复兴、文化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提出来了，大
家都理解认识到了，这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感觉到
我们中国的又一波“盛世文化”正扑面而来。这种认识是正
确的、必要的。应该说没有文化复兴，没有人的精神崛起，民
族复兴是没有精神支撑的，是空架子。

文化艺术的“强元”非常必要

文艺界当努力克服官本位思想

李树森：在当下文化复兴、民族复兴的历史时代重任之

下，我曾撰文提出以“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为核心，建设

中国的“强元”文化。我正主持开展在中国美术多元局面

之下以中华民族主体艺术为核心，建设中国画“强元”的

研究课题，就是希望以此推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促进

中国美术形成多元有序的发展局面，还正在致力于建立一

个以学术为核心的画家精英群体，期望从中走出一批以作

品说话的当代中国画国际代言人，并希望中国画发展成为

世界“多元”绘画中平等对话的“强元”之一。据说您多

年来一直就“把水墨画艺术从中华文化圈推进到世界文化

圈”问题进行着深入思考和实践。应该说我们的思考与目

标是一致的吧？

周韶华：我对你说的这些观点非常赞同，应该说咱们
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今年初曾给有关部门写过一封信，建议应该在全国
选拔一批真正的中国学者，作为一个知识库，对整个文化
发展战略和一些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思考、评
估、评价，提供建议和咨询。现在我们没有了评价体系，
我们的审美观是怎样的，老实说有些当领导的也不一定完
全清楚。

建设文化艺术的“强元”非常必要，我们要努力这样去做，
要抓典型，推崇典型，突出真正能支撑“强元”的东西。至于你
提出的搞一个中国画精英群体的事情，要主要看他的作品和
为人，要尽量回避那些名不副实的人。文艺界最好能克服官本
位思想，文艺是本体，
而不应该让官体占主
导。艺术家要靠作品
说话，中国的艺术复
兴也只能靠艺术家真
正的好作品和卓越的
思想去实现。

金台记：

周韶华，!岁大海冲浪，练就了他敢于冒险、敢于开拓的大无畏精神。

他提出的“隔代遗传”论、“横向移植”论和“全方位观照”论，很好地诠释了中国画继承上如何“取”

与“舍”，如何植根民族传统，如何超越时空，连接古今，如何创造世界性艺术等重大美学课题。他的黄河、长

江、大海“三大战役”绘画，突破旧范式，创立新范式，也正是此三论的具体体现。这一方面反映了周韶华是

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的画家，是开创了新的中国山水画面貌的具有卓越成就的艺术大家；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画现

代形态转型和实现中国画的世界性，提供了宝贵经验。

他 "#多年前就认识到中国将迎来一波新的“盛世文化”，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担当精神和超凡的才能，

以建构“盛世文化”为目标，以崇尚崇高大美，呼唤民族大灵魂为核心，以开创新风貌的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

蕴与鲜明民族精神的中国画为具体实践，大声疾呼，勇敢探索，终获成功。这种超前的文化自觉、自信、自强，

结合上他开拓创新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理论创见，鼓舞、影响了众多国人，甚至掀起了一股“周韶华现象”的

热潮，还与吴冠中并称为“北吴南周”。

他为中国画的继承、弘扬与发展，为中国的艺术复兴做出了贡献。

“金台点将”栏目点之，是以为记。

中国山水画革新家
———访著名画家、艺术理论家周韶华

李树森

周韶华，$%&%年 '#月出生于山东荣成市石

岛。'%(' 年参加八路军，曾在解放战争中荣立

一等功。'%)# 年毕业于中原大学美术系，分配

到湖北省文联任秘书兼美术组长，先后担任湖北

省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湖北省美术院院长、湖

北省文联党组书记、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文联

委员，现任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湖北省美协名

誉主席、湖北省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席、中国美

协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委，受聘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美术学院、西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西安美

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和日本名古屋艺术大学客

座教授。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中共十三大、十

五大代表。现为湖北省文联名誉委员。&##*年被

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终身成就艺术家”称号。国

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红日照高山

虎啸龙吟浪排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