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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晁海老师结缘是2012年晁老师的水
墨个展在我们保利艺术博物馆举办，当时来
宾云集，其中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杨振宁先生
也到了开幕式现场，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
话，我以一个参观者的角度来跟各位专家分
享一下。杨振宁先生评价晁海的画首先具有
原始的、纯真的、创造的美，他的作品既根
植于东方核心价值又恰当的吸取了西方文化
中的优秀成分，创造出东方的世界性文化艺
术，也就是说晁海的画是与世界共通的。第
二、晁老师的画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但也开
拓了中国当代水墨的新风尚。晁老师以自然
山川为精髓，汲取和融合了远古的阴阳道

合、周秦的古朴恢弘、汉唐的雍容大度、宋
代的极致入微，以独特的积墨笔法和高度的
精神性开创了当代中国水墨艺术的新语汇，
我们能强烈的感受到他对于民族传统艺术锐
意革新的超越。第三、晁老师的作品里面体
现了巨大的正能量。他用层层的积墨反复的
堆积，烧土焦柴中蕴含着沉默中的平静，而
平静中又藏着不屈和抗争，有着深沉的不可
抗拒的内在巨大能量，如同我们奋进中的中
国有着巨大的正能量，仿佛渐渐醒来的狮
子。我仅代表保利艺术博物馆祝晁老师在艺
术道路上再创辉煌，我们保利也愿意和晁老
师一起为中国当代水墨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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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撷取三位发言，以飨读者。

我认识晁海已
经很久了，他上世
纪九十年代末在北
京中国美术馆举办
个展，当时他的展
览引起了美术界的
关注，也引起热
议。关注是因为他
的水墨画与我们平
常看到的水墨画不
一样，当时很多人
不太理解，但是也
有很多人对他在艺
术上的探索精神表
示赞赏。不理解是
因为他的艺术表现
方法与众不同，而
赞赏的人认为他的
艺术在探索一种新
的水墨语言。

从古到今，水
墨画经过了两千多
年的演变，文人画
也有一千多年的历
史。我们大家对中
国画有一个了解，
无非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文人画之前
的中国画，像洞窟
壁画、墓室壁画、
寺庙壁画，这些是

与古建筑相关的装饰性的绘画。后来自从中国
画离开建筑环境之后，魏晋开始出现水墨画、
彩墨画，一直到唐代、宋代的院体画；还有一
个是元明清以来的文人画。晁海的绘画和文人
画之前的壁画有关联，与院体画、文人画也有
关联，但是和这些画都不一样。在当代来讲，
他是特立独行的，与写意画、工笔画、水墨
画、彩墨画等也都不一样。或者从理念上和当
代中国画的两种形式也不一样，一种是与从文
人画发展下来的传统形式不一样；另一种是与
中西融合体的中国画不一样，中西融合体绘画
是从徐悲鸿开始，或者再往前推一点，清代末
期以来的中国画吸收西方绘画的观念和技巧所
产生的。晁海的艺术与它们都有关联，与传统
文人画有关联，与19世纪末期以来的中西融合
体绘画也有关联。与文人画的关联在于他注重
笔墨，与中西融合体绘画的关联在于作品中的
体积感、体面感，不是完全用笔书写，而是用
塑造的方式在平面上塑造形体，这点他和徐悲
鸿，和再往前推的中西融合体绘画有关系、有
关联，但是又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习惯看文人
画的人不习惯看他的画，认为他没有中国文人
画的传统笔法、笔触和笔意，中国文人画的传
统不太明晰；而与中西融合体的绘画相较，他
在造型上也不是那么清晰、明确、明白，不太
容易能让大众看的懂。所以这样一来，他的绘
画不太容易让这两方面的人理解。

艺术这件事都是见仁见智的，有的人喜欢
这个，有的人喜欢那个，而晁海的画是特立独
行的。

有画家曾经说中国画有三个特点：一是哲
学性，二是诗性，三是以书法为基础。他说前
两个特点即哲学性和诗性，这些东西外国也
有，欧洲的艺术也有，但是中国画以书法为基
础，这是它独有的特点，我非常赞同。而许多
人对晁海的绘画不理解我也尊重，黄宾虹说过
如果所有人都说好的画不一定真是好画，黄先
生说过他要画别人不喜欢的画。那么这位大画

家说的第一点有哲学性，无论
中国画还是西画都具有哲学
性，哲学性是多方面的，其中
有一点就是它的共性与个性。
艺术既要有共性、大众性、普
遍性，也要有个别性、特性、
个性。这个说起来容易，但具
体到艺术上是很难把握的。吴
冠中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
说艺术这个东西需要片面性，
各个片面性加起来就是全面
性。梁晓声先生正坐在我旁
边，他是文学家，在哲学上也
有思考。这个话从哲学的角度
来讲，是很可笑的，怎么片面

性加起来就是一个全面性？逻辑上说不清
的。并不是所有的片面性加起来就是一个圆
满的东西，可能更片面。但吴冠中先生是一
个实践家，是一个画家，他说的这个意思我
们可以理解，意思是说艺术家不能太讲全
面，艺术家追求一个东西，一个方面，在这
一个方面探究与挖掘下去，把这个井挖的
深，在这个片面上做功夫，能做出学问和名
堂出来。晁海那天到我家去聊天，我听他讲
了一个半小时，主要听他讲，他都不打磕。
他很自我，很主观，似乎也有一些观点是片
面的，但是他很有思考，他的片面里面有很
深的道理。刚才田黎明先生讲了那么多，我
完全尊重他的意见。但晁海毕竟不是一个哲
学家，在艺术理论上也不是那么全面深刻，
但是他有一点，就是有思考，有思想，有主
观意识，对艺术的创作原理有研究，有探索
精神，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尊重他。杨振宁先
生曾讲他为什么欣赏晁海的画，因为他到陕
西，到西北一看，周秦汉唐留下的石刻雕塑
与历史文物对他很震动，他在晁海的绘画中
同样看到这一点，也具有雕塑感、建筑感、块
面感、体积感、重量感、稳定感，晁海把这些
东西引用到自己的绘画当中了。

当然绘画不一定要有体积感，不一定要有
那么大的重量感，不一定要那么浑厚，但也允
许有浑厚感、体积感、重量感和稳定感。我们
并不是希望水墨画都画成晁海这样的，但他研
究、探索的精神是一个方向。晁海并不是不懂
线，我看过他的素描、速写，还有早期的小幅
作品在这方面都很有研究。但是他撇开那些传
统固有程式，把那些知识、经验、体会用在了
他新的绘画语言里面，他不断地用笔墨在宣纸
上探索，在宣纸上一次一次反反复复的积墨，
做成这种艺术效果。这样一来，他在水墨画领
域开辟了新的天地。我多次强调不希望大家都
画成晁海这样的水墨画，因为水墨语言不一定
要像晁海一样把建筑感、雕塑感都用在里面，
这是他个案性的探索。因为一种语言有一种语
言的特点，像雕塑有雕塑的特性，罗丹是个雕
塑大师，他在雕塑里面运用了绘画的语言，又
适当保持了原有的雕塑感，所以罗丹成为一代
大师。但是罗丹之后呢，他的三个学生都反
对罗丹的做法，因为罗丹把绘画性引入雕
塑，使雕塑的体积感丧失了，如果完全学罗
丹的话，那么雕塑就走到另一条道路上去
了。所以罗丹之后的雕塑家都反其道而行
之，强调雕塑原有的那种力度、体积和重
量，把光的感觉、色彩的感觉减弱了。这就
说明一点，罗丹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在雕塑
里面引入了带有诗意的绘画语言，成为一代
大师。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走这条路，反过来
还要保持雕塑原有的体积感、块面感、重量
感，这就告诉我们艺术不一定要往一条路上
走，是需要反复的进行探索和补充。印象派
也是如此，为什么从梵高、高更、塞尚开始
反印象派，因为印象派的语言运用了写意的
方法，用了即兴的表现方式，但同时它也丧
失了绘画语言中带有重量的东西，一刹那的
感觉表现的很好，但是恒定的东西少了。到
了新印象主义的点彩派，点彩里面表现的东
西没有体积了，没有块面了、没有重量了。
所以从梵高、高更、塞尚开始的后印象主
义，绘画语言又向新的方向发展。为什么叫
后印象主义呢？林风眠先生就将post-impres-
sionism 翻译成“反印象主义”。也就是说梵
高、高更、塞尚从印象主义走过来，实际上
是反印象主义的。

晁海继承了发表在《传记文学》上，他提
出的五个领域的精华，中外古今他都融进来
了。一方面他的艺术语言与传统文人画不一
样，有反传统文人画的意味；但是另一方面他
又把传统文人画的精神、意向、写意的方法继
承下来了，而且有自己个人独立的体会和创
造。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不简单的，不是谁都
能轻易做得到的，在这方面他开辟了一个新的
天地，从这个意义上，我赞赏晁海的艺术探索
和他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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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高兴应邀参加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
文学》杂志社举办的《水墨
魂—晁海研讨会》。我们丰
华臻传的收藏主体是以近
现代书画大师作品为主，应
该说是极少关注当代书画
以及当代水墨，可是当我在
2011 年保利秋拍预展现
场，很偶然的情况下看到了
晁海老师的一幅作品《牛》，
当时我立刻被这幅作品本
身所具备的独特笔墨语言
与意象深深吸引，这是我第
一次见到晁海的作品，当时

我们就认为中国有一位非常了不起，但还没被大众所熟知的当代
水墨画家。再次和晁海老师的作品相遇是在2013年北京银座拍卖
会，晁海老师的另一幅《牛》系列中的斗方作品以很高的价格落
锤。后来才知道这幅作品是在一定特殊背景下的一次重大国际文
化活动中，由晁海赠送给德国文化参赞的，也是一幅很有意义的作
品。所有这期间的机缘巧合，使我对晁海先生的艺术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可是在我们在寻找晁海以及晁海作品过程中却费尽周
折。直到2013年底，通过圈内陕西藏家的帮助，才使我们联系到了
晁海老师。

今年2014年4月18日我们在保利艺术博物馆举办《丰华臻传
重要书画收藏大展》，在开幕式现场我才跟晁海老师有了第一次正
面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晁海老师对艺术具有一种忘我的投
入和执着的追求，而且内心极为朴实热忱，说实话现在像他这样在
传统中创新并执着于对艺术本质的探求，而不去哗众取宠刻意迎
合巿场的艺术家实属难得，他对文化发自内心的挚爱以及对艺术
传承与创新的不懈探索，深深地感染到我，处于对晁海艺术的崇
敬，丰华臻传邀请了晁海携作品参加了丰华臻传在保利艺术博物
馆接下来的大展。晁海老师作品与诸多古代、近现代大师作品同
展，受到了众多资深藏家、行家以及专业人士的好评与关注。

众所周知，近现代大师中，比如像傅抱石，如果没有徐悲鸿、郭
沫若的发现与推崇，齐白石如果没有陈师曾、徐悲鸿力排众议的坚
持，黄宾虹如果没有傅雷等大师独具慧眼的认知，他们的巨大艺术
成就很可能被埋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同样我认为晁海作为二十一
世纪当代水墨画家中的翘楚。其才华横溢风格独特的艺术前景能
否被大众所理解与接受，而此重任就理应落在现如今的美术理论
家、收藏家，以及艺术品经纪等有识之士的身上。我们丰华臻传今
后也会对晁海艺术及中国当代水墨的推动与发扬，尽自己之所能。

一位了不起的当代水墨大家
李 笠（著名藏家）

根植传统 开创新风
万利群（保利艺术博物馆馆长）

研讨会一角

邵大箴等人参观展出作品中国艺术研究院内研讨会外景 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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