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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宾虹”到“黑宾虹”
“变”出现代性

谈论黄宾虹的国画创作，就不能不提到他从“白宾虹”到“黑宾虹”
的转折，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绘画“变法”思想的形成。

黄宾虹早期的个人风格还没形成，以学习古人为主，作品表现力不
够，到辛亥革命以后，由于他参与到很多社会变革中，接受了“变法”思
想，并逐步将社会“变法”的概念转化到了学术、艺术上，最后致力于中
国画的“变法”——这种变不是破古人之法以另立他法，而是“批判和复
兴”古人传统。

黄宾虹认为变法的第一步是回到传统深处，跟晋唐人要浓墨法，这才
出现了黑密厚重的‘黑宾虹’，恢复了中国画鲜明的表现力。他认为从元代
以后到明清，中国画崇尚的是淡墨法，因此表现力越来越弱。到了近代以
后，这种表现力已经难以体现民族精神，必须回到传统中去寻找强有力的
表达。

1934 年，黄宾虹写下 《画法要旨》，总结出五个字的笔法：平、留、
圆、重、变；七个字的墨法：浓、淡、破、积、泼、焦、宿，构建了“五
笔七墨”的笔墨体系。

尽管人们总喜欢用“黑团团里墨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这两句诗来
形容黄宾虹晚年的水墨创作。但“黑宾虹”不仅仅是黑，他的作品不乏设
色山水，是“墨不碍色，色不碍墨”的浑融境界。

学黄宾虹
还需从文化底蕴入手

黄宾虹难学，甚至不可学。当代，有一批画家声称自己的创作与黄宾
虹一脉相承，多半只是在笔墨上寻求相似，并没有学到精髓、探到内核，
因此无法呈现黄宾虹作品那种精气神。

从个人阅历来讲，黄宾虹与当时的社会变革有着绵长的渊源。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做过美术出版、文物鉴定，有相当的文化能力；后
来又到北京审定故宫书画，对中国画的发展脉络了解得非常清楚，个人收

藏涉及到青铜器、瓷器、玉器等，非常丰富。黄宾虹不是以单纯的画家身
份出现的，而是一直处于文化圈顶层。因此，他创作的作品才能超凡脱俗。

此外，黄宾虹还有深厚的书法功底。虽然在相当时间内，很多人并没
有把他当书法家，但黄宾虹的书法非常有内涵、有韵味。他将行草韵味带
入大篆中，把金文写得活泼、生动，带有强烈的个人气息。这说明他有强
大的文化自信。

因此，如果仅从图式、用笔上学习黄宾虹，并不知道他的精神所在，
难以学好。一方面，没有他的人格魅力、文化积累，就达不到他的精神高
度；另一方面，没有他的金文功底、书法历练，笔下也达不到他的力度、
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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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黄宾虹诞辰150周年，也是他辞世60周年，中国美术馆以“浑厚华
滋本民族”为主题，汇集馆藏黄宾虹精品150余件，辅以海外藏家和国内文博机
构佳作，包括中国画、油画、雕塑、装置等作品，以层层解析、参照对比、交互
对话的方式，展现了这位“画之大者”的综合艺术成就。

黄宾虹生前曾说：要等到我死后 50 年，才会有人欣赏我的画。事实确是如
此，虽然当年他就与齐白石并称“南黄北齐”，虽然“黄宾虹热”自上世纪80年
代以来已逐渐升温，但直到进入21世纪，能够真正读懂、体味其艺术“内美”精
神的人并不是很多。

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人们对黄宾虹的艺术有什么样的认知？中国美术学
院副院长王赞说，谈论黄宾虹，就是在重新审视我们今天的中国画。

由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油画学
会共同主办的“感悟诗境——马常利艺术回顾展”日前在中国美术
馆展出。展览共展出马常利先生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创作的油画和
素描作品共160余件。

马常利1931年生于河北省山海关，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在从事艺术教育事业的同时，马常利坚持“写生”、“创作”
的绘画观念，创作了大量的油画作品，尤以抒情性的风景画见长。
马常利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远赴新疆、青海、西藏高原、大庆油田，
70年代深入太行山腹地，也在北京郊区、河北、山西、河南等多地
写生创作雄浑气魄的北方风景，80 年代至 1990 年又多次到南方写
生，并流连忘返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东南亚景色，创作了诸多不
同风格类型的油画作品。

马常利在绘画中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他信奉深入
生活用眼睛去观看和体验的创作方法，他更想捕捉的是内在之中对
自然、对生命的热烈的爱，或绚烂、或深沉的色调和笔意，是书写
心灵的静美，是他在回望中国传统文化“诗”的情怀。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马常利的油画作品，朴实含蓄的
笔触下延承着对于诗意和神韵的表达，在平凡的生活中挖掘更多对

于艺术的启示。他真诚面对生活，艺术中表现自己的真情
实感，抒发自己的情与意，构建别样的绘画诗境。”

回望马常利的艺术“诗境”
杨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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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中国美术馆联合举
办的“秋水为神——刘艺书法脉络展”在中国美术馆举
行。此次展览展出刘艺从事书法艺术创作 30 多年来的
140多件作品，展览借用进行纵横梳理，其中包括书体与
形式、继承与创新，不仅展示了刘艺书法创作也以文献
和实物的方式展示了中国老一辈书法艺术家的从艺之路。

“秋水为神”取自苏轼诗句“秋水为神不染尘”。秋
水一尘不染，清澈见底，令人神往，刘艺喜爱秋水之神
韵并注入日常创作中，力求作品清新流畅、朴实无华。

本次展览包括了刘艺草、行、楷、隶、篆等字体的
书法作品。在多年的创作中，刘艺的书法作品也逐步自
成风格：精于“今草”及“章草”，兼擅行、楷、隶、篆
诸体。书封清健秀逸，洒脱自然。提到书法创作，刘艺
认为，“正书”是基础，“行书”是必修；“小草”是文
采，“大草“是性情，而“章草”则是回归与升华。

刘艺生长在一个艺术气氛浓厚的家庭，其父刘锦堂
（又名王悦之） 系著名的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是与徐悲
鸿、林风眠同时期的中国新美术运动先驱之一。刘艺自
幼受家庭熏陶，7 岁起开始练习书法，如今习书已 70 余
年，仍然笔耕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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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草四尺对开团扇异史公句 刘艺书
为了庆祝中国新加坡两国建交25周年，由新加坡客艺廊主办，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
心、新加坡艺术总会共同协办的“传承·拓展——中国新加坡艺术交流
展”日前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院美术馆举行。

此次展览汇聚中国和新加坡两国 14位艺术家，共计 56件作品，作品
包括中国水墨画、油画和综合材料绘画。参展艺术家均为在艺术上取得骄
人成就的，在社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著名艺术家，他们是新加坡艺术家林
子平、何和应、何家良、欧世鸿、蔡荣恩、许锡勇、罗福章，中国艺术家
袁运甫、黄国强 、杜大恺、刘巨德、王玉良、简宣义、钟蜀珩。

新加坡为东南亚的交通枢纽，华人占当地人口70%，他们与中国有着
同种同源的密切关系。百年沧桑，因地域和经历各异两地华人有着各自独
特的思维与视觉。通过此次机会展示这些新加坡艺术家作品，让观从对这
个区域的华人艺术发展概况有更深的认识。

中新艺术交流是双向性的活动。北京站展览活动结束后，展览将于5
月9日至15日在新加坡举行，借以达到学术及友谊的深入交流，除了促进
两地艺术家加强学术性互动外，更是一个独特的机会让两地观众透过这次
活动，增加对两地艺术文化发展的了解。

野樱花 简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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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美籍华裔艺术家蔡文颖将他的感应
动感雕塑作品带回祖国展出，尽管当时进入中国
美术馆参观需要花 10 元钱购票，展览的亮相还
是吸引了众多观众。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杨力
舟回忆说，“当时国内对蔡文颖的艺术形式还比
较陌生，可是观众非常喜爱他的作品，他们觉得
这是非常新颖的、神奇的、美妙的、有意思的展
览。”

时至今日，近20年的时光流逝，蔡文颖的艺
术又一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淡出了中国观
众的视野。而在 2013 年，这位美籍华人工程师、
艺术家已在美国纽约逝世。

2016年5月，蔡文颖个展将在英国泰特当代
美术馆举办，而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艺术
与科学——蔡文颖创作成就学术研讨会”上，邵
大箴、靳尚谊、杨力舟等国内美术界学者、艺术家
共同探讨了蔡文颖的艺术成就和当代价值。

蔡文颖是一位画家、工程师和雕塑家，他自
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创作由电子和计算机控
制的雕塑。蔡文颖对世界的贡献，在于他能用他
开创的动感雕塑（cybernetic sculpture），捕捉和
再现大自然的辉煌。蔡文颖的作品已经在世界各
地的一流博物馆展出并被收藏，其中包括纽约的
现代艺术博物馆、巴黎的蓬皮杜中心和伦敦的泰
德美术馆。他的雕塑利用金属，玻璃纤维和光，来
重现植物状的有机形体，在颤动和炫目中，配合
周围环境中的声音和音乐翩翩起舞。蔡文颖以华

裔艺术家的身份，运用国际性的语言成为美国主
流艺术中的代表人物。

蔡文颖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自幼学
习中国画。他的作品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科
技手段，展现出与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悲观主义和
消极色彩截然相反的艺术精神。中央美术学院教
授邵大箴认为，尽管蔡文颖是一位科学家，但他
不同于现代西方艺坛上一般的科技派，而是在艺
术创造上做出贡献，不仅在于运用了新的科学媒
体和新的科技手段，而且赋予这些媒介和手段以
新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的底
蕴和意味，富有自然情趣和人的感情。

著名油画家靳尚谊与蔡文颖也相识于上世
纪 80 年代，他说：“蔡文颖先生很早就做出了科
学和艺术相结合的蕴含新的观念的艺术形式，不
仅作品丰富的、创新的表现形式非常可贵，而且
作品具有内涵，非常有意思。”靳尚谊认为，这样
的艺术形式在今天的中国还处在一种新的发展
阶段，蔡文颖艺术探索对中国新艺术的发展很有
借鉴意义。

1997年展览举办之际，蔡文颖接受了中央
电视台 《东方之子》 栏目的专访。他说，之所
以离开工程，是感觉到自己真正的使命是做艺
术家。在他看来，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因为有新
的思想、新的创作才成就了历史。他希望自己
的作品，能够让观众在精神上得到享受，感受
到作品与他们在时代生活中的精神相通。

蔡文颖：技术之上闪耀艺术之光
朱永安

北京的地球 beijing globe 1997
蔡文颖

临古画稿之陈洪绶 （默斋基金会藏） 黄宾虹

黄山写生册 8／10 狮子林 黄宾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