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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传统认知

一桌一椅，桌上摆放着数个器皿，墙上
挂一件丝绢工笔绘画……姜吉安的《丝绢 !

剩余价值》成为中国工笔画大展史上第一件
绘画装置作品，非常具有实验性和探索性，
耐人寻味。
“这次展览的面貌可以刷新大家对工笔

画的习惯认知。”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如
是说。

以“精细”著称的工笔画，向来就有一
些约定俗成的题材和标准画法，容易显得模
式化，缺乏新意。然而在本次大展中，参展
作品除了老一辈艺术家的经典之作，学院派
中坚艺术家的学术积淀性作品之外，还包括
了新工笔画家的中西融合探索之作，以及部
分新锐艺术家跨界进行的综合材料、绘画装
置类作品。风格上更多元，差异性更显著。
对于艺术家来说， “工”的艺术技法不仅
仅是技艺，在此之上，他们还追求更高的哲
思、感动和意趣，在与古今文化潮流对话的
同时，也从日本的重彩绘画、欧美的当代绘
画艺术中汲取养料。

美术理论家邵大箴认为，与古今一切艺
术创造一样，工笔画创新必然有两种基本途

径：以古开今和破古开今。“古代遗
产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吸收和运用。
用传统的手法破当前的陈规，结合人
们新的审美追求，传载新的观念，是

创新的途径之一；破古代工笔
传统的一些观念和技法，吸收
非传统因素的新养料，是另
一种有效途径。”他觉得这

两种对“古”和

“今”的考量，都在当下的工笔画创作中有
所体现。

注入当代意识

在本次大展中，参展作品的主题，不仅
仅是传统的花鸟虫鱼、山水草木、英雄美
人，还扩大表现了当代社会生活图景、文化

景观，更加关注当下的社会和生活。
“今天的工笔画家大多有一种都市情怀。

画家更加注重的是‘我’的感受。具体到表
现语言上，他们明显地弱化工笔与写意的界
限，弱化‘线’的表现功能，不少画作都是
用近于‘没骨’的方法完成的，或许这种不
受线的框定的做法，更符合他们作为一个当
代人的感受。”评论家贾方舟如是说。他认
为，工笔画长期以来都在一个游离于当代语
境之外的自足天地中完善自己，却很少以
一种当代的方式关注当代人的精神问题。
因此，新的观念、新的方式、新的媒介的
引入，是无法避免的。“通过新观念的介

入，为工笔画找到了一种能够融入当代的新
的思路和可能性，从而使工笔画转化为一种
具有当代特征的文化形态。”

范迪安认为，工笔画近年来的创作，呈
现出较之以往更加活跃的状态，不同年龄段
的画家都在创作上加强了当代意识；不少青
年画家更是努力谋求突破已有的工笔画样式
和风格，从不同角度探索工笔画表达的新的
可能性。

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冯大中也表示，当
代工笔画创作思潮正处于转型、开拓的关键
时期，传统工笔画界正在积极探索融合创新
之路，秉持当代文化观念的年轻艺术家也在
积极研究从观念层面、语言层面的介入。

提炼“工”的文化精神

在中国传统里，“工”这个词从来就有
一种博大的关怀，也有灌注在我们劳动方式
中的精神力量。“工”，既是技巧的工整精
细，也是一种尽善尽美、扎实进取的态度。

在多元并举的创作生态中，工笔画艺术
所表现出来的时间的情怀和精致的意韵有着
独特的意义。范迪安认为，当下，人们在现
实的匆忙生活面前，很容易忽视时间的价
值，流行的是粗糙的消费文化和匆忙的文化
消费。因此，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提炼出
工笔画的“工”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引导社
会通过理解“工”的精神，提升整个社会在
审美层面上的品质，是工笔画可以体现的社
会价值所在。
“今天，工笔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

价值，就是在一个浮躁的时代提倡慢生活，
提倡心灵的休养生息。工笔也应该从‘再
现’向‘表现’转型，从‘歌颂’向‘反
思’转型。 ”中央美院教授殷双喜说。

在信息爆炸的社会，工笔画提供了这样
一个通道：让人们放慢脚步，调整心态，对
生活保持探究的诚意和敬畏，对艺术付出时
间和耐心。工笔画的精描细作，不只是因物
象形，更是修身和静心；其所提倡的精微之
义，是对日常生活的细微关照，也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神体现。

作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工笔画展，“工·在当代———!"#$ 第

九届中国工笔画大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囊括了 #%&位艺

术家的近 %""件大型作品。画展现场，观者无不被工笔画的工整

细致所折服。

工笔画是以精谨细腻的笔法描绘景物的中国画表现方式，要

求“有巧密而精细者”，“求工整而逼真”。中国工笔画历史悠久，

从战国到两宋，兴盛于宫廷和皇家画院，以歌功颂德、张扬伦理

为主要特点；那么在当下，工笔画有哪些发展和创新，其时代价

值又是什么？

由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主办的“中国·东丰
农民画晋京汇报展览”日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
办。展览最后一天，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会长王
林旭与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会长耿莹给“中
国农民画东丰基地”授牌。授牌仪式由中国农民
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央电视台《乡村大世
界》栏目制片人、主持人毕铭鑫主持。

此次中国·东丰农民画晋京汇报展汇集了由
东丰农民画骨干作者近期创作的 "# 幅精品农民
画作品，同时，有 $% 位东丰农民画骨干作者来
到北京与前来观看展览的观众进行现场的交流。

据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毕铭鑫介
绍，东丰农民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
值，已有 %&'件作品获国家级奖励，$&%件作品
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多件作品被联合国和世
界知名美术馆收藏。“通过这些农民画，观众会
发现原来东北不仅是往常给人们留下的白雪皑皑
的印象，这片黑土地也是色彩艳丽、生机妖娆
的。”毕铭鑫说。

这次晋京汇报展展出作品内容丰富多彩，反
映了现在东北新农村建设的丰硕成果。《七彩鹿
乡》、 《满山是宝》、《鹿乡美》、《鹿林浩瀚》、
《火红岁月》 充满了农民们对家乡的自豪感，那
股子幸福已经溢出画面，感染着现场观众。

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会长王林旭说：“农民
朋友创立了这样一个自由、奔放而有个性的艺术
门类，这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通过这种艺术
形式，我们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国农民的想象力和
性格，展示我们中国农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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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息耕图 李俊敏

捉蝉、抚涛，远山、近树……淡淡逸笔，勾勒出疏朗辽远的空间，昏黄
的空气，让人联想到宋元文人画的气质。一片宁静之中，观者不禁细看画面
的每一寸，体会幼时、在故乡时曾经拥有的内心安详和时空无限的况味。

谁能想到，镜心水墨 《故乡系列!)》 （四联） 的作者丁正耕虽然是知
名艺术评论家，但却初涉绘画领域，可见艺术修养在绘画创作中的重要。大
概就因为这种人文情怀和生命理念，医学博士后胡女士被深深打动，在
*'$+年瀚海秋拍中经过 $$ 轮竞争，毅然以 *' 万元摘得此系列。她说，这
组画以简洁准确的绘画语言表达出空灵、安详的境界，这种丰富的人生经历
和渴望生活干净秩序的美好情怀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们中国人现在活得比较
躁动，这组画像一股清泉沁人心脾，挂在家里让人安心并怀想着圣洁与高
贵，因此我势在必得。

故乡安详
小 章

《故乡系列!)》 （四联）丁正耕

山水画家王炳道最近绘出了一幅“日出东
方，江山如画”的画卷。

此作“日出东方，江山如画”气韵生动，描
绘了山河景色，视野开阔，一派“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境界，表露出文人画的气象，又
展现了画家豪爽的大气。王炳道所创的山水作
品，意境高远、雄浑磅礴。优美的瀑布，翻腾的
祥云，常青的松树，万古的高山，随着日出东
方，山水之“魂”透视出来，看似无我之境，实
则有我之境。

画家以虚实结合的手法，无画处均成妙境，动
中有静，静中有动。此作远观似景象万千，近观似
画中游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意境在似与非之
间巧妙展现，看此画令人心生此意，如真在此山
中；意实际又在言外，此时无声胜有声。

山水如画，画如山水，如诗如歌，醉人心
扉。艺术创作不仅缘于情感，也源于作者理想中
世外桃源般的世界。欣赏王炳道山水画之态，如
身临其景，不知是在画中游，还是在山水中欣赏
画。

王炳道 $,()年生，安徽阜阳人，硕士学位，
自幼喜欢绘画，其书法也是了得。在他于清华美
院学习时，跟从张大千隔代弟子施云翔先生学习
山水绘画，追求山水的“魂”。他曾获“中国书
画院百杰书画家”，号“一禅居士”“龙潭斋
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傅抱石研究会会员。*'$$

年，王炳道进入清华美术学院深造；同年，其书
画作品被国家邮政局收藏，并做成专业邮票，其
书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

绘大好河山 追逐中国梦
宣 如

日出东方，江山如画（局部） 王炳道

家（局部）林 凡

落英（局部）何家英

丝绢 -剩余价值 姜吉安

时代

虚静冲和 浑厚超逸
———青年书法家张春晓作品赏析

杨 斌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张春晓

古语曰：“观看书家符号语言”。人类对于客观物象的
认识是这样的；我对于春晓先生的书法的认识也是这样的。
一件经典的书法作品，给人的印象不仅仅是外表的华丽与精
美，最重要的是作品内蕴的微妙与丰富。然而要达到这一境
界，不仅体现于作者日积月累的功夫，卓尔不凡的气度，更
体现在作者对书法点画线条极度敏感的洞察力。春晓先生的
书法作品就是这样，春晓先生的书法，跟他的人一样。

他下笔肯定，似乎可以听见他落笔时发出的声音。他作
品的章法，在安稳中求奇特；结字，则在奇特中求安稳，我
一直认为，书法之结字最难，是比用笔更需要用功的一大关
键；春晓先生于此不传之至理，亦颇有会心，尤其在一个字
的重心的调度上，堪称得心应手。

春晓先生书法作品诸体兼备，其行草书作品以其鲜明的
个性，让人情不自禁驻足观赏，留连忘返。春晓先生的书法
作品里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修养，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的笔墨
当中，作品运笔的节奏感和线质的精神内含相当丰富，墨色
浓、淡、干、湿、润、燥的变化和结体开阔的格局使行草书
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形成了他大气、浑厚、浪漫的
艺术风格。

张春晓，字行之，别署大安堂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现为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考级培训中心高级讲师，德州

市政协委员。书法作品荣获首届“张芝奖”全国书法篆刻大展

一等奖，山东省“泰山文艺奖”二等奖，*'余次入展中国书协

举办的书法篆刻展览，出版《张春晓书法作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