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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水墨不仅是一

种代表中国文化精神与特征的语言，也是全

球当代文化艺术的重要语言，此乃时空之召

唤，也是当代水墨意义与价值之所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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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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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始我立志在文化艺术上潜心研

究，在深深扎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基础上，以中国特质的水墨艺术精神与世界

深层文化思想有机结合，思考中国近现代文

化艺术在全球化中缺乏创造发展的尴尬被动

原因，探索与建构新的文化艺术形态，再现

我们民族的现代智慧和中华文化的再生力量，

为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此，我在以下五个领域潜心探索、钻

研与创化，希望建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新形

态：

一、继承传统文人画的精髓；

二、融汇周秦汉唐凝重、宏大、鼎盛之

气象；

三、追溯东方远古哲学精神；

四、注重研究西方审美积淀与艺术思想，

有机地为我中华水墨艺术所用；

五、深化学院体系，为当代水墨形而上哲

学、美学赢得牢固的富有生命力的造型支撑。

自唐宋以降，元明清以来绘画艺术脱不

了唯学源近亲，或血源近亲。在当下后工业

信息时代，审美意识趋于形态化、精神危机

化、世俗化，绘画领域充斥着浮华焦躁、急

功近利的乱象局面。“赝品主义”、“拷贝主

义”等大行其道，充斥耳目。

岌岌可危，怎么办？

我认为要上本溯源，找回生命本源、本

真。正如福柯提出的“知识考古学”理念。

（福柯主要为了挑战欧陆思想界存在的线性连

续的“总体历史观”。） 我们中国画也应追根

溯源。

作为水墨践行者，我首先继承了文人画

超现实、脱世俗、无烟火气、无污染、笔墨

纯净高逸的精髓；第二融汇周秦汉唐苍茫厚

重、博大雄浑的气象；第三追溯蕴含东方远

古玄冥、鸿蒙、太虚之境，阴阳道合、天人

合一等哲学思想；第四充分汲取西方文化艺

术核心内涵，如宗教悲悯、虔诚、感恩与敬

畏，教堂建筑之宏大、崇高、庄严，雕塑形

体精神化的质感与量感等；第五深化学院派

理念在造型艺术中的突破与创造。

水墨五域创化观

一、继承传统文人画的精髓。

文人画已有千百年的传统，其发展和它
的社会背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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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辽、西夏、
金、蒙古族、满族兴起，中华大地多有战火
纷争、兴衰更迭，加之近现代西方列强和日
寇的曾经入侵等，国人的精神、自信心曾受
到巨大的摧残。在这样的境遇下，失意、失
落的文人身心何往，自然会生发“吾将上下
而求索”的感喟。而先秦魏晋以来老庄思想
在士人精神上予以其入世出世归隐山林的寄
托与安顿，使其文化气息和作品具有超凡尘、
避世俗的特点，虽则无法兼济天下，然可独
善其身，在孤寂中向往内心的澄明。在其作
品中呈现出萧疏简远、淡泊虚无、隐和空的
意象，以致于发展到孤绝冷清之境，如泉水
一样清澈，洁净之至，这是中国唐宋以降传
统绘画美学思想在元明清和近代的核心体现。

如何继承文人画的精髓？在物欲横流的
当下，脱俗与纯粹，独守内心的澄明和本真
是鉴中之鉴。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中国文人画的自觉担当在哪里？

人类文明重普世济世、悲悯情怀和担当
精神，但这正是千百年来文人画所缺失的精
神内涵。

“五四”时期，民族救亡图存，人文精
神觉醒，关注苍生、关注人性，直面惨淡的
人生与现实的生存状态。不少仁人志士怀揣
救国之愿借鉴西画光学、自然科学、透视解
剖学的写实素描立体技法，用毛笔在宣纸上
改造中国传统文人画，以关注民族的命运与
苦难，塑造活生生的生命为己任。从历史的
角度来看无疑使中国画与现实终于结合了，

这在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上可谓
里程碑式的转折。

中西融合体系使得传统中国
画与现实相对结合，关注并表达
了苍生和黎民的现实问题，具有
普世济世情怀。此体系借鉴西方
形、光、色的自然科学，用亮
面、暗面、明暗交界线表现现实
人物立体之感，但文人画中的精
髓难免使中西融合者力不从心。

文人画是形而上的超越现实
的意象学，生宣纸、毛笔、墨、砚材
质是中国哲学高度自觉本体化的
产物，追溯到老庄、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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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前伏羲氏的易经，着重心、意、气、
象、飘渺的精神意象，但与实实在
在的生命体、活生生的体积结构难
以相容，即无烟火气、无世俗气，纯
净的笔墨与苍生黎民沉重真实的
命运，在文化艺术实践上如何操作
与求实？空灵飘逸韵雅了却无法担
当与悲悯；而直面历史的思索和现
实命运重荷，然又失去了文人画的
精髓，遗憾的是解决了这个又丢掉

了那个，两者兼得何其不易！
此问题在文化艺术学上之严峻不言而喻。
这一大问题谁来解决？
这一尖锐矛盾正是我苦苦思考、探索与

解决的功课。

二、融汇周秦汉唐凝重、宏大、鼎

盛之气象。

周秦汉唐是中华民族鼎盛时期，博大、
雄浑、厚重、恢弘的气象不言而喻。西周、
东周、春秋、战国八百年，政治、军事、文
化哲学、思想智慧蔚为大观，直至秦王朝的
统一。汉代开拓疆土的强盛，大唐盛世各国
来朝，何其昌盛。继承宏扬周秦汉唐精神思
想是学习继承传统的重中之重，是使用宣纸、
毛笔的中国水墨艺术践行者的高度自觉。然
而，周秦汉唐的精神思想在哲学、军事、人
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青铜器、兵马俑、
万里长城、汉唐石虎、翼马等。非元明清文
人画在生宣纸上的思想信息印迹。

文人画是伤痛后的产物，周秦汉唐乃强
大统一、开拓疆土的昌盛时代所流露出的大
国气象，一个是衰败，一个是鼎盛，文化精
神思想相悖。

如何将文人画的精髓与周秦汉唐宏大、
凝重的青铜器、汉唐石刻坚实有力的精神气
象通过艺术语言进行有机而饱满的结合？

在文化艺术学上又是一个难上加难的课
题，如同两米开外身材修长的跳高健将非要
举起举重冠军的重磅杠铃；而体型矮壮无比
的举重冠军非要越过跳高名将的高度。

又一难上加难的课题如何完成？
这是第二个大问题。

三、追溯东方远古哲学精神。

东方远古幻化大象学，将个体生命与天
地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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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伏羲氏的《易经》 为揭示
人类宇宙奥秘的宝典，其混沌、鸿蒙、潜隐、
阴阳道合、太虚之境，是华夏民族对人类在
精神思想、哲学智慧上最为罕见的伟大贡献。
使其生命体在精神上无限拓展。远古先哲早
有答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太
极生阴阳，阴阳平衡为宇宙万物之规律。
（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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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丹麦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绿
色低碳，环保人文精神正体现出 《易经》 宇
宙万物平衡之规律。）

将中西融合形、光、色、立体感的自然
属性，以宣纸笔墨表现现实主义的绘画与远
古太虚之境的哲学精神幻化而有机结合，这
又是一个大而又玄的课题。如何来解决完成？

这是第三个难题。

四、注重研究西方审美积淀与艺术

思想，有机的为我中华水墨艺术所用。

西方也是一个厚重的体系，他们的传统
与当代精神，其习惯、思维、文化意识、审
美秩序、经验积累、基因传承是什么？作为
拥有人类四分之一人口，幅员辽阔、文化悠
久深厚的中华民族极需要研究世界其他众多
民族思想精神、文明与积累。

自然而然，我们需要研究、寻找华夏民
族与其他众多民族即东西方在审美上的趋同
性与文明中的共通性。

西方众多民族思想精神源于宗教，虔诚而
悲悯，教堂、建筑、雕塑之极，德国科隆教堂盖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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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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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米兰教堂盖了
(

个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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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梵蒂冈教堂等，皆宏伟厚重
无比。米开朗基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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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大卫雕塑，巴托
尔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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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自由女神雕像，罗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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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完成大型雕塑《地狱之门》等，他们和教堂一
样，庄严、悲怆、肃穆……

西方教堂、雕塑凝重的量感，质地的坚
实和精神与时空中愈显厚重，在精神审美、
逻辑遗传基因上皆为永恒。

作为水墨艺术的践行者，如何将文人画的
精髓即形而上脱世俗、超现实、无烟火气空灵
飘渺、纯净之至的笔墨与西方宗教、建筑、雕
塑、厚重的分量感、质感、审美积淀的崇高感相
结合？创化出中国形而上哲学所赋予毛笔、生
宣纸活性材质水墨的无限潜能。

飘渺空灵与悲悯深沉、坚实凝重相结合，
何其之难，难于上青天。

此为第四个大问题。

五、深化学院体系，为当代水墨形

而上哲学、美学赢得牢固的富有生命

力的造型支撑。

重视研究文化艺术，建立系统的专业学
习和训练体系。建国以来学院派的主体更多
的是欧洲艺术学和中国的现实生活相结合的
结果。

这种体系使我们能客观、真实、科学地
观察和表现对象，通过对骨骼、肌肉、筋腱、
皮肤、皱纹做理性与感性的分析，运用光学
对人物和物体的形体、结构、色彩、体积、
质感、量感、整体与局部真实有秩序的把握。
（如通过光学分析石膏无穷的黑白明暗度不重
复的差异，尤其是一百多课时对石膏素描准
确有效的完成，而建立对黑白宏观与微观、
致广大与尽精微有秩序的明察秋毫感性、理
性分辨表达能力，完成后的石膏结实而洁白，
仿佛有敲击清脆的响声。）

这种对石膏像受光后色阶的理性分析和
精神感悟打开了生宣水墨表现形象中的墨色
微妙度积写法的广阔空间，无穷无尽变化对
中国画启发空前，远非传统“墨分五色”、黑
白灰那样的程式概念。完成后的积墨作品如

牛、仙鹤、狐狸等笔墨色度色向变化何止墨
分五色，真正已达数十种、百种。

这是对石膏素描学院教学在水墨领域中
的深化。

在我长期担任素描石膏、头像教学中，
感触颇深……

如何将形而上老庄哲学，家国衰败失意，
空灵、飘渺、超凡的文人画注入以西方科学
性、物理性、现实性为主体的学院派之中？

又是两极同构难之又难的课题。
这是第五个大问题。

“水墨五域创化观”之艺
术探索与实践

在我的水墨艺术追求中，含文人画笔墨
纯粹、内修澄明、淡泊脱俗的特质；儒家的
忍辱负重、复礼担当；佛家的承受与慈悲；
西方浓郁的宗教、教堂、雕塑在精神上的感
染和视觉上的震撼。

我生长于陕西关中厚土长安，周秦汉唐
沉雄厚重、苍劲磅礴、浑然天成的万千气象
早已融化沉淀于我的血液基因里，成为水墨
创作与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

中国有着伟大的山脉、江河、黄土高原
等，有着纯朴、善良、宽厚、坚韧，世世代
代像黄牛一般勤劳、艰辛、忍辱负重的劳动
者，他们的灵魂与自然共荣枯，与日月相映
辉，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乃民族精神智慧
之大本源。他们是上苍恩赐予我们水墨践行
者巨大的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孕育、滋养、
催化着雄浑悲壮的艺术感受和艺术创造。

我的水墨创作精神是：以大悲悯、大关
怀的生命意识为依托，为那些命运之承重、
苦涩、朴厚的灵魂写意立命。

我的水墨艺术观：“魂兮归来”，可谓远
亲交融多领域契合。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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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伏羲
氏仰观天宇，俯察大地，冥想至极，创造出
《易经》，以深不可测的太虚之境揭示了人类
宇宙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奥秘。我依远古
的玄冥、混沌、阴阳道合、潜意识融通感应
学、生态美学、运用第三类接触、有机物消
解等内涵，汇周秦汉唐之气度与西方宗教、
建筑、雕塑精神思想和实体同构、同体，将
现实人物、动物生命体幻化为浩淼宇宙间的
无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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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江河、高原
,

，表达悲悯、庄
严、崇高与时空中的永恒感。

如刘骁纯先生在 《变雄浑为淡泊———论
晁海的画》 一文中所说：“石鲁把山当作人
来画，当作大人来画；晁海则把农民当作山
岳、土塬、天地、大宇来画。在他的画中，
造型和笔墨组成大宇苍茫般的画面结构，行
笔则构成了苍宇中运动的精气，这精气是实
有的，但终归又是虚无的，正是这种终极意
义上的虚无观，使笔墨和整个画面趋向了苍
凉淡泊。”

雄浑中蕴含淡泊，即周秦汉唐宏大凝重
之气象与远古神秘太虚之境、中古老庄哲学、
元明清文人画空寂飘渺的融合。

幼年至今，漫长的武学身心灵魂实践，
使我对形而上精神性的阴阳之道有着超常的
感悟与生发。于艺术作品积墨中依阴阳运笔，
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内韵含玄，返虚入浑，
积健为雄。

积墨创化生命体或人或牛，以阴阳对比
强弱互动表达人和牛在视觉上有亘古苍冥风
化的质感、极强的三维深度。

在积墨运笔过程中，如人和牛，哪一处
积墨阴阳气韵对比强烈那一处就凸显立体，
哪一处对比稍弱就微后退，再弱点再后退，
在弱的后面阴阳微强一点又从弱的后面出显
一点，更弱更后退，体积延伸到远方，推向
纵深极远处再让阴阳微微强一点又回归稍稍
顾盼凸显一点点，有机应用学院体系长课时
石膏素描分辨高光旁的亮面色阶接近而不同
的微妙感觉与差别…… （这种阴阳强弱对比
如同炎热的夏天冷热空气骤变阴阳疾剧对抗
打雷闪电，天空如炸裂一般，秋春时节偶有
雷声，因冷热空气对比弱化雷声低远。）

这种阴阳对比雕塑积墨法与西方自然光
学表达物象体积秩序无关，非中西融合学院
体系。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的、感应玄
冥塑造观。从中国画的平面性创化为三维空
间的立体雕塑感，时空的沧桑感，生命体与
太虚之境的宇宙感。

古今中外表达立体三维空间皆用光学亮
面、暗面、交界线体现明暗立体，本人之外
未曾发现有谁用精神性的阴阳感应、平衡互
动以积墨创化生命体而达到的雕塑感极强而
空灵玄冥的太虚之境。

重要的是用中国传统代表性的材质：生
宣、水墨、羊毫毛笔将其作品具体创化出来，我
视为世间材质之极品。其三大特性：本真材质、
终极材质、绿色材质，丹青水墨无化学成分与
人身心调息生命律动有益同构，在适温适度下
易保存，经久不衰，不褪色，故纸寿千年。现存
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唐代韩滉的《五牛图》至今
已有

-*&&

年，仍完好无损。
生宣、毛笔、墨不仅是物质性材质，更

是精神性材质，是形而上的，乃中国哲学深
刻、高度自觉的产物。没有西画物化龟裂所
带来的无尽的苦恼。

我的生宣雕塑玄冥观是通过润墨润色无
穷尽的积写渗入纸里，润墨、色积写难度极
大，常言道：润墨泼一遍活，二遍滞、三遍
死。干笔积墨易透气，难度小，不易死。我

则用羊毫毛笔饱含润墨在生的单宣上以独特
积墨积色之法，以内在的感应力、恒力、意
志力、阴阳道合平衡互动创化之道而生发，
数十遍、百遍岁积月累且笔墨恣肆烂漫、空
灵飘逸，完成后的作品看似雕塑，局部如山
岩般坚硬、粗涩

+

方可磨刀
,

。但手触摸已裱
好的画面又平又光又薄，并非实体雕塑。作
品中的人和牛似人非人，似牛非牛，似人之
化石、牛之化石，局部又似奇异的有机体，
似乎化石牛、人在呼吸……与山岩、黄土高
原、大地、时空融为一体，缓慢而凝重地从
远古走来，浓缩着悠久的沧桑岁月。

在艺术形式手法上以少胜多，在有限的
生宣平面上创造无限立体度量。这种神奇的
艺术生命信息、灵魂之印迹，体现了“有”
之道，“无”之境，“隐”之意，“空”之
韵，“实”之法，“虚”之幻。这是东方远
古之玄冥意境和现代精神意识的有机结合。

用润含春雨的淡墨润墨层层积写出生命
中的苍凉、悲怆。故可谓“内敛化外”。

将沉重的历史、大地、山河、大宇归于
心象。即我心象中的雄浑、凝重、博大和沧
桑的历史感。

致广大尽精微。宏观与微观、温润松灵
与雄浑是两个对比，两个极限，两极同构、
同体。这是向至难挑战。如水墨作品：淡而
厚，润而苦涩，无线而有骨，虚无中坚实，
含蓄中震撼，控制中的狂姿意肆，粗犷中的
庄正崇高。

牛和人不仅像岩石、活化石、出土的青
铜器，恍惚又像太空中的无机体，历尽沧桑
几千年、几万年，亘古至今，呈现出山脉江
河宏宇气象，笔痕墨迹中透出执着虔诚的宗
教悲悯。

这种创造与突破正如一些文化学者、美
术理论家评价的：积墨作品有沧桑的历史感、
雕塑感、宗教虔诚感，具有与历史和未来对
话的力量，是划时代的。

在我的绘画艺术中，视觉感染的强度具
有当代艺术语言符号学的特质。在我心中它
是一种载体，一种心象，一种向往已久的人
类生命精神图腾。将东方远古哲学、中古雄
浑气象与西方宗教、建筑、雕塑深沉凝重的
审美积累相融合。既超越现实又活在当下，
遥远之极又近在咫尺，空灵超凡又充满雕塑
肌理坚硬的触摸感而使心灵震撼，彰显我们
民族血液中深沉飘渺富有活力的思维与智慧。

在艺术语言精神上，我潜心于陌生感和原
生态积墨语言的不断挖掘，突破原中国画千百
年中所形成的牢固的程式和法则，将不断重复
的有序形态，进入单纯统一富有创造的无序形
态，即：幻化、潜隐、鸿朦、虚无、浑然。有法不言
法、有笔不言笔、有墨不言墨等，化机巧。弱化、
淡化解构其传统固有的观看秩序如：干、湿、
浓、淡、皴、擦、点、染、勾、勒、涂、抹、点、线、面
及黑、白、灰之间的对比关系所产生的视觉效
果和综合程式秩序。从而建构开创当代新的宏
大的水墨艺术形态。

人生第三阶段

通过完成中国传统文人画与当代文化精
神和历史深处宏大的价值能量相对接这一历
史性使命为己任，使最传统的水墨传达出最
现代的文化精神和最厚重的历史深度是我的
愿望。

艺术史的地标性建筑，总是选择那些对
艺术本体的造诣和对文化精神的建构两个坐
标向度上有突出成就者来承担。从这两个坐
标互映观看，在以上五个极度艰难的课题即
五个领域的挑战中，沉潜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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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经年不
怠，以天地之包容，宇宙之沉默，每每守长
更、望启明，殚精竭虑、苦心孤诣、呕心沥
血，挖掘挑战自身极限。天若有情天亦老，
苍天不负，完成了五个领域的创化课题。

以上五域是国内外文化艺术学科前沿的
重大课题。之于艺术家，耗时

-(

年，回避市
场、潜心钻研，为我人生第一阶段；第二阶
段以传播、创作研究为己任，已耗时

-(

年，
其中做大型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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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作品先后被中国美术
馆、上海美术馆、浙江省博物馆、故宫博物
院、香港艺术馆、广东美术馆、江苏省美术
馆、深圳美术馆、陕西省美术博物馆等珍藏。

我现正在进行人生第三阶段即艺术品的
精神性、思想性与市场的对接过程中。自
!&-&

年秋进入保利拍卖已有春、秋拍卖
'

次
（日场

*

次，夜场
*

次），每次一件参拍作品
积墨耗时

*

月，其作品的品质标准均体现上
述所言，故受到关注与竞拍，作品市场价值
扎实而稳健的增长。作为艺术家，当以自身
的努力启迪拓展海内外对中国当代水墨的认
知和审美意识，以水墨艺术彰显中国文化新
的价值，为完成实现当代水墨完整全新的价
值体系而不懈努力。

魂兮归来，时空召唤，承前启后，以创
造、传播、完善文明价值体系为己任。

从我开始，从我们开始，认领新的艺术
现实、以我们的文化精神感知与艺术实践，
创造新的宏大的艺术历史。

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众多仁人志士都在探索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复兴。在当今实现“中国梦”的历史
进程中，中华文化的复兴，人文精神的崛起，显得尤为重要
和迫切。

历史证明，文艺的复兴需要“巨人”的产生，恩格斯曾
高度评价欧洲文艺复兴，并将其变革的深刻根源归结于人的
觉醒，他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
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
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
时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被誉为“美术三杰”的时代
“巨人”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以他们的思想、艺
术成就和精神，在承接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化基础上，通
过文艺创作，引领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的确，欧洲文艺复兴之路给了我们很好的经验。那么我
们中国当代的文化艺术“巨人”在哪里？何以当代的中国难
以见到这样的“巨人”？我认为现在的中国产生文化艺术
“巨人”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再次产生一波盛世文化的条
件正趋成熟，但需要“巨人”的引领。而“巨人”的呈现，
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优秀传统中华文化艺术的巨大价
值；需要全社会怀着一颗纯净的心，去发现、挖掘、推崇。
推崇我们民族真正的文化艺术英雄巨人，寻找我们真正的文
化艺术精神，赋予他们应该拥有的话语权与尊重。进而在国

内让他们完善我们崭新文明社会的精神、价值观与信仰，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迎接中华盛世奠定牢固的人文精神基
础；在国际上让他们作为中国文化艺术国际代言人，使中华
文化艺术更好地走向世界，在世界上占据应有位置。正是基
于这样的认识，我负责的中国画“强元”课题，正在努力发
掘、寻找当代中国美术“巨人”。

中国具有超过五千年的文明史，还曾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处
于世界最强盛的国家位置，其文化悠久、深厚、博大、灿烂。借鉴
欧洲文艺复兴的经验，那么今天我们中华文化的复兴，该承接
中国历史上哪些时期的哪些优秀文化和精神？复兴不是复古，
唯有在承接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才能建构起适合于中国作为
未来世界强国的强大文化，那么该怎样实现这个“创新”？

对此，有识之士正在竭力探索。通过晁海先生的“水墨
五域创化观”，可以看到他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重大成果，
对该从哪里承接、继承什么、汲取西方什么、如何创新建构
等方面，很好地回答了当下中国画发展急切需要解决的一些
重大课题。这是他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化责任感、历
史担当感，以实现中国画的世界性为目标，通研古今，融汇
中西，宏观未来，用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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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间，孜孜以求，进行思考、
探索和绘画创造实践后，在艺术领域对中国画发展问题做出
的独到而深刻的总结。应该说他的探索成果、思想和个人精
神，对当下中国实现中华文化复兴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我的水墨五域创化观
晁 海

对晁海先生的绘画创造，国内外众多理论家和

社会贤达站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给予了中肯的解读

与评价，摘选三则如下：

杨振宁：晁海的画具有原始的、纯真的美、创

造的美，有一种从两度空间里走出来的力量，直扑

观者。他的作品既植根于东方核心价值，又恰当地

汲取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创造出东方的世界性

文化艺术，放在传统纵向和世界艺术的横向上，具

有了一定的地位。

邵大箴：晁海在当代中国画坛是非常特立独行

的人物，他的创作具有独特的风格面貌。

晁海的绘画着重吸收中国古代艺术传统的那种

刚健、宏大的精神，他在绘画里讲究文人画瞧不起的

“形体”塑造。所谓形体不是写实的造型，而是宏伟的

写实感、空间感、像雕塑式的那种造型。他吸收了文人

画的写意观念，文人画强调似则不似、不似则似，要像

又不像，这是中国先秦哲学和中国古典美学的观念。

晁海的艺术创作成果，开启了中国水墨画的一

条新途径。由于有了晁海，我们对中国画的概念有

了新的认识，这就非常了不起。把他的艺术创作放

在中国画领域中看，我们感觉到有了一个晁海，中

国画的形式语言更加丰富了，中国画的范畴、概念、

方法，话题的内容更多了，思路更活跃了。他的画

打开了我们的新眼界，给我们以新的启发。这种艺

术新路表现了我们民族思维的活跃，我们民族的思

维活跃了，我们这个国家就会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

晁海和一切创新绘画创作的意义，就在于此。

金耀基：晁海是我所见唯一不用线而用积墨团

块在生宣纸上构建艺术造型的中国水墨画家。他的

笔墨宣示了一种新造的中国绘画语言。他在生宣纸

上所做难度至高的积墨，质感强，有油画、雕刻的

厚重，却又有“隐”与“空”的气韵。读他的画，

有一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崇高感。

晁海的水墨画前所未有，具有奇特的神貌与风

格，在真正吸收中国文人画优良传统的同时，又突

破鼎新了自元明清以来中国画已固形态和沿袭格局，

从整体上融合包容众多文化价值，创立了当代水墨

艺术新语言、新精神，这种艺术新形态纯然是中国

的，也是现代的。

他的画作可以说是中西交融、古今贯通。更主

要的，他不光是超越传统，更是创造传统。细品他

的画作，他是回到了汉、唐的文化，加上他自己的

理解在重构我们的传统。另外，他在技法上也实现

了创新，这种“积墨、积彩”的画法是前所未有的。

晁海的艺术是“有所为而为”的艺术，他的画背后

藏着一个为中国水墨画继往开来的创作意念。

部分理论家和社会贤达解读评价 中华文化复兴呼唤时代“巨人”
李树森

《天地之间》 （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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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创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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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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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于陕西兴平。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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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留校执教

至今。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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