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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杂志社主办“水墨魂—晁海研讨会”

晁海老师的水墨画是立足于时代人
文的净土，以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
深厚的积淀，把自己对生活阅历当中的
觉悟和社会深刻的人文发展的进程，以
及历史与社会、人物与事件，还有信仰与
宗教等等，逐渐构成晁海老师的笔墨语
言、风格和艺术精神。

晁海老师的水墨艺术具有很强的象
征性，而这种象征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
很重要的一点即对忧患的觉悟有关，这
是他作品的一个支撑点。表现了他的家
乡、黄河儿女、整个西部无垠的高原自然
精神与人文精神，他将笔墨放在了关乎
人文的层面上，对人与天、人与地、人与
神进行了一种深刻的人文体验。而这种
体验与他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经历是息息
相关的，他的笔墨紧扣着自己的生活阅
历，而自己的生活阅历，又与整个社会、
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当代的文化紧
密相连。

晁海老师的笔墨和他的绘画所崇尚
的是我们儒家所讲的修身和人格，这也
是他绘画的支撑点。明代王阳明曾经谈
到身以心为本，心以意为体，讲的即是知
行合一，意又是讲知的，他讲的知行合一
和良知，最后归结为对善的一种崇尚。
晁海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毅力和学理，把
善放在了主体的位置上，所以他的笔墨
一切都是崇善的。

晁海老师的水墨画有极强的时代精
神和美学价值的意义。我们讲到时代精
神的时候，会意识到当前的中国画也受
西方艺术、文化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当代
艺术的指向，西方有学者提出来它跨越
了所有的界限，使用了一切的表现手段，
打破了所有的禁忌，打乱了文化正常的
规则和秩序，这是世界当代艺术的一种
潮流和思路，而这样一种思路对晁海老
师并没有多大的冲击和影响。恰恰相
反，晁海老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立足
于本土文化，以他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和
体验，完完全全的从中国文化的层面上
来体验笔墨的当代性，这一点是非常可
贵的，也让我特别敬重。

从传统文化来介入，晁海老师的笔
墨是以诗词的比、兴、赋的方式来表现。
他把人与物的象征进行了一种拟比，他

的笔法是一种新的表现，有很大的创造
性，是对物、对景、对情和对自己内心感
受的一种创造，这种创造性在晁海的笔
墨当中被完完全全体现出来了。从审美
上他表现的是一种苍劲、雄浑、敦厚的境
界，画面上巨大的墨团，画的是一头牛也
好，一组人物也好，把黄土高原深厚的人
文沧桑的状态都凝聚在他的笔墨当中。
他把人物与情景形而上抽象出来，又返
还为生活。使我们在看到他的画面时，
有一种生活的情景，而这种生活的情景
是对精神的关照。唐代司空图《二十四
品诗》里“目击道存”的方式，在晁海老师
的画中也体现了出来。“目击道存”即当
他看到一个物象的时候，实际上表现了
物象的本质和本体而不是现象。这一点
对于中国画家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理
念，此理念在周汝昌先生的《永字八法》
中也被提到，他说“点如侧，如鸟之翻然侧
下”，实际上是讲传统的笔法从一笔一点
开始，它就产生用“意”来传达着一种方法
和一种行为。可以说“意”对中国画家来
讲是至关重要的，魏晋时期王弼曾言：“得
意忘象”。这样的理念对后世整个文艺创
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意和意象
的美学理念，是中国画创作的一个核心问
题，也是诗、赋创作的核心。所以我觉得
晁海老师的在中国画“意”的这个层面他
体会得非常深。北宋的木刻画谱《梅花喜
神谱》，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景它都上升到
意的层面，比如说画梅花的一个正面造
型，用“开镜”两个字传达画面的意境，实
际上是一种人格的关照，一种人格审美的
关照，像唐代李世民曾经也有过“以人为
镜”之说。“开镜”之说在宋代的木刻画里
就有，同时还有生活中的鲜活形象之说，
比如“蜻蜓欲立”，通过梅花角度改变和造
型，通过画面极简的造型表达了“蜻蜓欲
立”的鲜活美感。

古人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始终是以
格调、品质为第一。这在中国绘画历来
都是强调的，格是为上为第一的。所以
宋代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言：“予独爱莲
之出淤泥而不染”。从生活里把握了意
和格的关系，这个关系对于一个画家来
讲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一个有修为、有
修养的画家来讲更为重要，因为这可以

成为他生活中的一切之本，成为他观察
生活的一切之源。晁海老师的笔墨完完
全全是在本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起
来的。他的绘画同时也具有现代感，具
有当代冲击力，而这种冲击力并不仅仅
停留在画面的视觉上，更重要的是提升
到画面的内涵上。晁海老师用的是传统
的没骨方法，这种方法已被他重新解构
与建构，更准确的说是一种积淀，积淀到
一种极致，达到苍凉、忧患的美感。这种
美感带来的更多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
取向与走向。

晁海老师的画承载的是一方历史，
承载的是一个地域的苍生，同时承载的
也是一个时代。这种承载是以浑厚、凝
重的语言来表现，是历经艰辛不断探索、
不断摸索创造出来的。作为一个当代画
家，他的精神在于不停的创新，而创新是
在传承的基础上来把握的。如何在继承
传统的同时，把笔墨元素转换为当代元
素，并具有人文精神的取向，在这个层面
上晁海老师已经走的非常远了。中国文
化强调的是自我完善，作为一个画家来
讲也应强调自我完善，无论是人格上还
是画风上，抑或是在学理上都需要不断
完善，建立一个完善的系统。晁海老师
在他自己的没骨系统当中不断在完善，
产生出一个时代强烈的艺术风格，这也
是他对中国画的贡献和创造。所以晁海
老师和他的艺术在当代中国画领域里是
一个非常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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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杂志社主办，《美术观察》、《艺术评论》和《中国
文化画报》杂志协办的“水墨魂—晁海研讨会”，于 2014年5月18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

隆重举办，出席活动的人士包括著名作家梁晓声、著名美术评论家邵大箴，中宣部文艺

局艺术处处长马小龙、中宣部干部局专家处处长秦亮、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能

宪、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田黎明、还有文化部美术处原处长现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安远

远、保利艺术博物馆馆长万利群、著名大藏家李笠、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

郑工、《美术观察》主编李一、中国美术创作院理论研究委员会主任许俊、中央美院教

授曹庆辉、批评家策展人杨卫、《人民日报》文艺部徐红梅、《中国文化画报》主编谌强

等，共约百余人参加。原文化部副部长、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因正在上海开会

不能出席，特来电祝贺。

活动由《传记文学》杂志社社长赵春强主持，李一作为学术主持。梁晓声、邵大

箴、马小龙、王能宪、田黎明、万利群、李笠、郑工等15人做了精彩发言，对晁海及

其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期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了晁海个展。

现择选三位发言，以飨读者。

邵大箴先生的
讲话与观点我基本
上是赞成的，而且
特别地理解，想到
他刚才说到的个
性，有时需要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比
如说罗丹的巴尔扎
克雕像，最后罗丹
取掉了作品的双
臂，我们后人都认
为这是相当智慧
的，我们在欣赏断
臂维纳斯的时候，
会觉得非常美。但
是不可以据此推理
所有的人物雕像都
以无臂为最好，这
应该是我们评价一
个文艺作品的方法
吧。

另外，赵春强社长谈到晁海先生20多年来远离
艺术商业市场，我想他可能是在教学的一线，一线
的教学任务一向很重。谈到作品的商业化，无论是
中国画还是油画，由于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兴起，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有些作品的价格会相当的高，这恐
怕就导致有些画家仅为价格而画。甚至再进一步
说，我们也不要讳言中国艺术市场的拍卖活动与官
场腐败有着暧昧关系。画不过就是画，有些画因为
它是唯一的，像《富春山居图》，它本身确实有价
值。有的画作者本人已经去世一两百年了，是仅存
的，这是它唯一性的价值。而现在有些画家，动不
动花三天在一张纸上画出一幅画，这幅画可能他都
已经画过十几遍甚至几十遍了，然后拿到市场上就
几百万，我觉得这不太像是艺术的规律。因此我觉
得晁海先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为这些所动，这种
精神是令人尊敬的。我觉得好多的美术评论家，或
者同行对他的敬意，也有此一点原因。在如此一个
商业的时代，有个人甘于站在教学的课堂上，一边
教学一边探索，这确实是令人尊敬的。

我本人虽然是从事文字专业的，但是我是喜欢
欣赏画的，从小看连环画，前一时期连环画出版社
老社长姜维朴还把他们周年纪念的画册寄给我，所
以结交的画家朋友有一些，家里的画册也有一些。
我喜欢看画册，经常躺着看。春强主编的《传记文
学》躺着看还是可以的，但画册就比较重了，儿子
还说给我扫描到Ipad上，但我觉得在Ipad上看还不
如捧着画册看好。新的画册总要看那么三五个晚
上，然后才收起来。

我关注到晁海先生的画是在2013年第八期的
《传记文学》上，封面是晁先生，封二、封三、内
页上都有他的画，印象中好像有后面展板上的那一
幅，然后是这幅牛图，还有群牛的那幅，还有这个
人物等，大致上就是这么几幅画。现在许多刊物的
内封都有画，曾经像是在湖南的一个刊物《书屋》
上看到过晁先生的画。看过那么多画册，有那么多
的杂志内封中也印刷着绘画，但是初见晁先生的画
确实给我留下了印象，这个印象是深的，是特别
的。

首先我的第一感觉是困惑，是奇怪，我也是懂
一点点画的，但是后边展板上的这个绘画效果让我
在想，用什么样的方法画出了这样的水墨效果，这
个效果太奇怪了，怎么会画成这样？给我的感觉像
是电脑切刀切出的最薄的云母石片。第二个感觉就
是看到这些人物和牛，把这种水墨方法运用到具体
的实像的绘画中来了。为什么要这样画？从画中能
看到一种追求，但这种追求要给人传达一些什么？
这两个困惑我当时想过一段时候，但是没有得到答
案，甚至在我们家里讨论过，我就给老伴看，给儿
子看，你们说这种方法是怎么产生的，把这样的方
法运用到画面中，你们能接受吗，你们从中能看到
什么，总之家里面开始了讨论。

直到接到赵春强的这个材料，
我在读的时候注意到一段话，就是
晁海先生是来自西北农村，农民的
儿子，家里老母亲还生过十多年的
病，就这段话顷刻像一把钥匙在一
定程度上打开了理解晁海作品的双
门。我本身是属牛的，你画了这么
多牛，看到牛我就很高兴。我也见
过那么多的画家画牛，那些画家有
时是把牛画得很美，尤其画水牛的
时候，牛和水在一起，还有牧童、
短笛。像李可染、吴作人画的牛，
那些都是很儒家的牛，很文化的
牛，看起来很美的牛，但是让人感
到乏力，现在一想起那样的牛会疑

惑：它们是否能够从事那么繁重的劳动？而晁海先
生笔下是有体积感的牛，是劳动的牛，是经过晁海
先生所思考过的牛。他通过这种绘画，给予牛发自
内心的崇敬与情感。因为很多中国人太奇怪了，不
但使用牛马驴，在其劳动之后一定还在想它的皮能
用吗，肉能吃吗。我读散文的时候，看到很多中国
作家笔下写的牛，写他童年多么爱牛，牛工作了一
辈子最后结局总是被大人们牵到屠宰场去。所以中
国才有杀驴车等，其实也杀牛，也杀马。

在2014年第7期的《读者》上，有一篇文章叫
《老牛》，那是保加利亚的一位作家写的。我是在去
天津的火车上读了那篇文章，读的时候我已然泪流
满面。作者在他小的时候，看父亲怎么把一头小牛
养大，这头牛充满了劳动和顺从命运的一生，从来
没有要求和怨言。他父亲热爱这个年老的四足的劳
动者，这位无可非议的朋友。他全心全意地怜恤
它，在它没有用了以后，他既不想卖掉它，也不拿
什么活儿去折磨它，只是让这头老牛自由自在安安
静静地度过它的晚年。接着写这头老牛是村里最庞
大的动物，它退休之后每当它走出牛棚的时候，它
俯视着前边的小河，小河过去是它耕作过的那块土
地，它总有这个习惯。最后一天，它走到小桥旁
边，喝过水，站了一会儿，但不像往常那样，它没
有回家，而是涉过河朝离这里不远的我们的田地走
去。那儿的稞麦刚刚拔节，一前一后地摇摆着。麦
浪里传来了鹤鹑的叫声，麦浪上飞舞着成群的小
虫。老牛仿佛看一件熟悉的、亲切的东西似的看了
看这片田地，又从田埂上用嘴扯下了几棵小草，然
后迈了一两步，可是突然它全身摇晃起来，沉重
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便倒在了地里。它把头伸在
开满鲜花的田埂上，人们围上去，老牛的眼睛中映
射出蔚蓝色的天空和云彩。当时看到这篇文章，我
觉得人就应该这样尊重那些四足的劳动者。

所以我从晁海先生的画中看到了他对这种和农
民命运息息相关的伟大的四足劳动者朋友的敬意，
他作品中的牛蹄非常的强壮，就是你们刚才说的有
一种稳定感，这种稳定反映了牛与土地的关系，现
场墙上作品所有牛的四蹄都是夸张的、稳定的，它
与土地有一种极稳定的关系。这是我个人的解读，
包括了我个人的联想。另外，牛的体积感本身使之
内在有无尽的力量，能够贡献出来。而那些人物
画，至少是一部分人物的脚足也是硕大的。我个人
觉得这些农民形象画出那么大的脚足，也是传达出
一种和土地稳定的关系。只有这样的脚足才能稳
定地站在土地上，才能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应
该说现场的画作除了两幅人物画，其它的画在美
的欣赏方面，超出了我以常规眼光所能欣赏和容
纳的范围内。我的困惑是为什么画成这样？很像
远古时期的青铜雕塑，经过了岁月风雨的侵袭，
已经锈蚀了，一部分已经随风飘走了，是残缺
的，但脚足依然是硕大的，有力量的。那么这些
人物画究竟要传达出什么来？后来我个人就觉得
我们是先农们的后代，我们的先人就是农民。这
些农民一代又一代，总体上有一些就归于尘土，
归于历史。从一种现代的关于人的概念，我个人
感觉他们是残缺的。我这么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说
我有所不敬，恰恰相反，它更主要的是包含着我
的心疼，心疼他们。我也接触过陕北的农民，到
现在有一些农民依然仅仅知道自己的名字而已，
而这已是21世纪了。他们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文化
教育，没有退休金，他们几代人想建一个好的家
园，经过那么多努力也没有建成，即使建成了那
个村子也因很多人搬迁了或外出工作而近乎空
壳，最后只剩下孩子、老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改革开放三十年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扶持，有一些
画家、作家、诗人笔下的农民可能是欢颜笑语的，
他们的生活情境、情趣都是真实的，应该看成是生
活的一部分，发展的一部分，进步的一部分。但是
也还有另外的一部分依然贫困着，希望依然渺茫
着，不管付出多少汗水，所得依然很少。对于这样
的一些农民，我想晁海先生可能是了解他们的，眼
中可能是看到的，心里可能是想到的。当这两种不
同境遇的农民在他心里的时候，我想他在表达上并
不是十分明确，但是他要把所有的这种情怀都包容
在他的画作里。虽然表达的不太明确，但似乎什么
都有一些。我们以人物去看，尤其是远看，一个个
体农民本身也几乎像土地的一部分。我现在远远的
看过去，如果我再眼花一些，我看不出那是人形，
我看到的是水墨山林。这也是一种意象，农民和牛
几乎像土地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要怀着感情才能
表现出来的。

难得有这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近期集中看了晁海先生的
作品，还有评论家发表过的关于他的评论文字，受益很多。跟
在座的这些专家相比，我们看的太少、学的太少。应赵春强老
师的热情，冒昧谈一点点学习的体会，也好求教于各位专家老
师。

我的第一点感受是，晁先生在画作上的精神投入和艺术情
怀。这次研讨会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晁先生的作品，此次学
习也是从书上、画册上和网络上看到的，我想对于美术作品而
言看展览、看原作跟看画册这种体验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
对于一些颇具气象的这种大的作品，画册印得再精美、再逼真，
原作的精神和气韵也会打折扣，但即便如此我从晁先生的作品
画册当中还是看到他执著的精神投入和不一般的艺术情怀。
晁先生的作品是专注于农村风物跟农民，他用他的笔集中积写
了生活中、记忆中、甚至是梦幻中关中平原的印记。有对当下
的阐释，也有对过往的回味，他将这些图景用他独特的艺术手
法进行锤炼，撇去形式的浮华，求真于朴实厚重，读他的画作我
最大的体会是，每一幅作品都是一种苍茫的底色下充满生命
的、自然的独特之感，我想这与晁先生的精神投入、艺术情怀有
着极深的关联。

他在陕西潜心数十年追求用积墨这种手法积写黄土地上
一系列的人物图景，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画
作。任何一位艺术家的精神投入和生活经历都是分不开的，晁
先生概莫能外。三秦大地、社会文化与历史积淀厚重，这块土
地滋养下的每一个艺术形态都有着各自的成就与质感，戏曲、
文学、音乐、美术等等我们都能清晰的看到这些艺术形态拥有
传承深远、绵延不断的文脉，我们同样能够在晁先生的画作当
中感受这种存续。

第二点感受是，晁先生画作中的传统意趣与现代精神。作
为一位拥有独特地位的当代艺术家，晁先生除了对传统的继承、

对黄土地上的农民文化
深入体验外，更多的是
他对艺术风格的个体追
求。传统的滋养让他胸
中涌动着浓郁富足的情
愫，而这些情愫在宣纸
上的充分呈现，则是对
画家创作、对其笔法的
实际要求。从晁先生的
作品中，我读到的是传
统与当代精神的统一，
题材与笔法的圆融一
体。传统意趣我能读到
雄浑、沉郁、纯朴和凝重
以及其他的种种，但在
他的笔下任何一种意趣都无法一语道破，拥有多种解读甚至是误
读的可能。刚才我们在外面交流的时候，每个人谈他看晁先生画
作的感受，我也说我的感受，我觉得每个人可能看晁先生的作品
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理解。我习惯于将当代美术作品与新诗、现代
音乐、现代舞等形式一并做比较，现代精神照耀下的艺术作品在
现实、理想、情绪与意趣之间往往焦灼难解，他们允许思维的跳
进、跳出，允许主客观的审美分裂，允许冥想、允许误读。作品的
呈现充满内在的张力，我觉得晁先生的作品就是充满了张力。

相对于传统文人画以线条为主的勾勒、点染的创作方法，
他的这种积墨手法借鉴了西方油画雕塑等艺术形式，其厚重的
造型，丰富的层次本身具有独特的审美属性，但又兼具了传统
文人画的写意精神。我在他的评论集里面看到有评论家说，从
他的作品中看到雄浑和冲淡的两极同体，我也觉得这方面的感
受特别深，这也是作品的内在张力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效果。

雄浑与冲淡的两极同体
——论晁海水墨精神
中宣部文艺局艺术处处长 马小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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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画领域杰出代表
——论晁海水墨世界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著名画家 田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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