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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

勇立潮头、引领创新，是广大

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天下为

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本报中国画“强

元”课题组认真学习讲话精神，认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需要

富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需要富有良知的艺术家，他们是历史

的在场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脊梁，中国的文化艺术史会记录下

他们的贡献。

为宏扬知识分子的这种品格、精神与情怀，中国画“强元”课题

组本着推动中国美术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推动民族艺术复兴的

一贯宗旨，计划从全国遴选部分在文化艺术思想方面具有重要贡献

的人士，将他们的独特见解与艺术成就介绍给广大读者，希望启发

更多的人明白艺术的道之所在，同时，对高尚文化艺术的发展，对民

族精神家园的建设注入更多的正能量。2015年，本报曾对周天黎女

士的思想卓见进行大篇幅报道，在海内外引起积极反响，认为对当

下推动中国文化艺术复兴具有重要价值。今特选编两篇论述周天黎

女士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帮助读者深入解读其艺术与艺术思想。

周天黎，中国当代著名的艺术家与艺术思想家，人文学者，

在她身上有一种真正的学问学术的价值沉淀，有一种真正的中国

文化沉郁顿挫的精神传统，以及重新唤回这个传统核心的人文支

撑。她红尘浪里，孤峰顶上，尚思尚行。以作品的正大气象，在

继承中涌动着开拓创新的激情，且具有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道义

感与担当精神。虽置身美术界和文化艺术界乱象丛生的环境，但

她思想深邃、艺术见解独到，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她敢

于宏论大道，秉笔直书，指摘时弊，倡导善美，以一颗为中国文

化命运怦怦跳动的赤子之心，在陈旧文化思维定式与边缘激进思

想、先进人文理念三方碰撞角力的时刻，坚持人文反思，为促进

中华文化艺术的健康发展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贡献了优秀的

艺术作品和思想资源。

——中国画“强元”课题组负责人 李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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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黎，当代著名画家，人文学者。1956年出生，原
籍上海。从小在谢之光、唐云等名师的指导下，艺术基础
坚实，具有优良的造型能力。上世纪80年代初留学英国，
研究欧洲各画派的艺术风格和东西方艺术融汇。1986年 3
月，《周天黎画集》以中、英、日三国文字出版发行。1988
年 6月，被陆俨少院长亲自聘为浙江画院首批“特聘画
师”。

周天黎现任香港美术家联合会名誉主席，香港文化艺
术交流协会名誉会长。她有很强的学术和思考能力，在跌
宕起伏的人生境遇中，以艺术为毕生追求，几百家中外媒
体多次介绍过她的艺术成就和美学思想，参加过多次重要
艺术展览，许多作品被争相收藏。她的作品融中国传统绘
画和西方的表现主义艺术于一体，在缤纷繁杂的大千世界
捕捉诗意，精于色，融于墨，画境独到，神韵独一，并以
笔墨凝炼苍劲、大气沉雄著称。其作品构思奇崛、立意新
颖，有的含蓄雍容，柔中见刚；有的高山崩石、半空杀
纸，尺幅之中澎湃着“丹青苍龙舞，翰墨虎豹吟”的凛然
之气，闪烁着灵性之光的审美旋律。其1986年创作的国画
《生》，评论认为在艺术和思想上所达到的造诣高度，已成
为20世纪花鸟画的经典之作。已出版的作品和文集有《周
天黎早期素描作品》《走近周天黎》画集《周天黎的艺术世
界》《周天黎作品?典藏》《周天黎的精神追问》《为思而在
——中国画魂周天黎》等。

诚如2009年 11月 21日《美术报》刊发的《记人文艺
术家周天黎》文中写道：“周天黎是当代中国画坛一位具有
独特意义的人物。这不仅是指她在笔墨色彩光影等技巧上
的脱俗创新、老道成熟，重要的是作为艺术家、文化学
者、思想家的她，拒绝任何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世俗性枷
锁，把真实生活经验的屏障打碎，迈进了情感与信念这道
大门，对艺术对生存一直进行严肃而深入的思考和反省，
进行独立而艰难的精神探索。她的作品正气大象、秉风骨
魂，刚健柔美相映，有对历史语境、文化观念、哲学思想
的深层需求。在中国画的百年流变中，作为中国的艺术
家，她不断追求真正的中国美学精髓，以艺术叩问时代精
神。她面对当今社会，不断寻求当代文化人的责任，追求
艺术家对社会进步的价值，呈现出一种孤卓立大野般的大
气磅礴的文化气象。”

2010年 5月 12日香港《文汇报》刊发的《孤卓立大
野》一文中指出：“周天黎系艺术个性极为鲜明的当代艺术
大家。她坚守中华文化的精髓，纵横东西方美学，人品、
学问、才情、思想四者全俱。她有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
有对当下文化及环境高出常人的认识。她站在人性和生命
的高度去驾驭艺术，故她的花鸟画奇情郁勃，独树一帜，
内蕴筋、肉、骨、气四势，时代性、人文性、艺术性、独
创性共存。笔墨背后是深厚的文化和心灵挣扎中的憬悟、
哲思探求的艰难，以及一位艺术思想家良善人性的呐喊。
许多中外评论家衡论她致力‘高尚之精神’，‘人之灵、花
之精与天地之气浑然成了画之魂。’‘是中国文人画在新时
代重要流变中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在海内外对中国当
代美术的发展进程产生着理论性影响。”

台湾《新生报》2012年4月29日刊发周天黎《艺术沉
思录》时的编者按语写道：“周天黎，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艺
术家与艺术思想家之一；又是以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华传
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她奉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的宏大文化理念，恪守良知，上下求索，深得五千年
的汉语气脉和灵运，不断地精神追问中，迎着时代的八面
风雨，踏浪而来。”

2012年10月14日《中国改革报》在《人文之光》文中
评述：“她那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观和自创的‘积彩色调水
墨’的精湛技法，她对社会、文化、历史、现实的深度切
入，横亘着厚重与激情、深沉与个性的绘画，使她的作品
成为‘百年来难得的杰作，百年后可藏可传的书画。’

周天黎对结构知觉和墨彩知觉进行了极为粗犷剽悍的
革命，让人领略到一位守望精神境界的艺术天才，在指向
心灵的巨大冲突时，以超现实的心灵图写……烘托出物象
的精神本质，孕育着穿越时空和历史的能量，产生出一种
生命形式、体验形式与哲思形式的撼天动地的精神大展现！

面对中国历史本身的波澜壮阔，周天黎以学术良知与
伦理责任俯瞰中华文化和艺术创作的前世今生。天风地
气，沉钟盈耳，大思考才有大突破，周天黎的艺术和思想
已成为这个时代不可磨灭的刚硬记忆，她正在为中国千年
画史写下独特而灿烂的一页！”

百年西泠印社，凝铸了中国最有重量的传统人文精
神。2012年10月28日，西泠艺苑举办“开启人文艺术时代
——周天黎人文艺术学术讲座”。西泠印社负责人代表西泠
印社在致辞中论证：“周天黎的突出，还表现在她艺术表达
的强度。正是她深厚的思想底蕴和人文关怀，赋予了她的
画作沉郁博大的艺术气质，给予观众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
力。她的作品，可以视作艺术家对长期以来精神苦旅的献
祭、对郁积于心的苦难体验的释放。看她的画，笔墨沉郁

粗放，构图险峻厚重，大量大块面的分割和几何
变形，营造出一种雄奇浑厚的气韵，在看似传统
的花鸟画题材中别出新境，将水墨语言的表达强
度推到了新的层次。”

新华社2012年 10月 29日发出的新闻稿中强
调：“周天黎的艺术观点‘艺术良知担当着艺术
的精神，艺术的精神体现在艺术良知——它不仅
是中国美学格调的重要表征，更是中国艺术的核
心和灵魂！’被多位专家高度赞誉。”
《浙江日报》在2012年10月31日的报道中指

出：“周天黎从时代审美的前沿来思考中国画的
传统观念和价值，其作品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审
美思维。其水、墨、线、谋篇布局都体现着传统功力和现
代创新的有机结合。”

2013年5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如何真实呈现中国
画巨大价值与伟大成就》文章中引述：“对于中国画坛当前
状态，香港美术家联合会名誉主席、著名画家周天黎女
士，在其影响较大的美术理论著作《中国绘画艺术创新与
发展的思考》中，曾这样描述：‘思想迷惘，权威飘摇，人
心浮躁，诚信游离，炒作频频。’这种怪状，导致大众对中
国画出现严重的认知困惑和误区。”

2013年8月号香港《镜报》月刊在《哲思后的生命冲
动》专论中说：“周天黎不止一次地阐述：‘没有哲思后的
生命冲动，就没有伟大的艺术。’其高昂的审美旋律中，融
入了艺术家深层的哲学思考，情感张力极为饱满，澎湃着
思想的力量。

对具有时代意义的艺术家来说，时代的变化，社会经济、
政治格局波动变迁中所产生的对人世间的悲悯情怀，势必影
响其藐视世俗浮名，茕茕独立，并在艺术智慧、文化阐释力、
艺术想象力和精神气质等方面凸显出相当的标高，蹈厉锋
发，成就一家之言，确立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

2013年11月，周天黎当选为美术报十大年度人物。颁
奖辞为：“2013年4月，周天黎积几十年创作经验和理论探
索撰写的《我的艺术论》公开发表。她以执着的审美主
见，支持开明进步，反对保守落后，字字句句渗透着她对
中国艺术发展之路运思甚深、启迪社会良知的艺术主张。
在理论上，周天黎鲜明地提出新时代中国美术创新与发展
的思想观点：当代中国画家要以进步文化、人文价值和文
明精神去总揽全局，才能画出不朽之作。”

杭州西泠艺苑负责人申俭说：“周天黎以排名第一的位
置当选美术报年度人物，为艺术界带来人文的正能量。她
是一位站在当代思考前沿，具有悲天悯人情怀，敢于真诚
表达心声的思想者；是融汇中西艺术，既有深厚的国学功
底，又信手拈来西方绘画的色彩及语言的艺术创新者。她
极为鲜明、独具特点的纯个人化的艺术语言和她的艺术思
想，在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史的天空必将照耀和温暖漫漫求
索的人们，并在艺术界百舸争流的时代，成为我们最具共
鸣的声音。”

香港美术家联合会主席王秋童表示：“周天黎是当代中
国一位杰出的人文艺术家，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
凝练出超卓的笔墨。她是源于传统又大胆突破传统、风格
独创的典范。开拓了中国画花鸟大写意的新语言。”

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
文学院院长曹意强在《周天黎的艺与境》一文中写道：“周
天黎的作品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形式世界与精神空间，她在
绘画里融注了对社会、历史与人的生存、人的命运、人的
灵魂、人对世界的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深深思考与苦苦
求索，延续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那种最可贵的精神与人
性的寻觅，当然还有更多对于艺术本体的可贵探索和有益
实践，以及高超的自我独创的‘积彩色调水墨’的色墨技
法和新锐的审美形式，并为之筚路蓝缕，殚精竭虑，铸就
了其作品人文与学术的双重价值，因而使她成为当代中国
最重要的艺术家和艺术思想家之一。”

著名美术史论家、12卷本巨著《中国美术史》常务副
总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观察》杂志创办人、美术
研究所名誉所长邓福星认为：“周天黎杰出的艺术成就是客
观存在、有目共睹的。她是极少数能够跳出美术界各种小
圈子、各派别，站在人类艺术发展的高峰来俯视和思考中
国绘画创新与发展的艺术大家，且能以独具见识、融汇中
西的美学理论来相互映发自己的创作实践。她的绘画别致
独造，自成一格，迥然有别于人们司空见惯的各种流行范
式；她的著作《我的艺术论》《艺术沉思录》，人文艺术思
想之广博与深邃，是艺术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文献，随着
岁月的延伸，会逐渐呈现出对于中国美术史的重要意义。
对她的完整丈量也势将成为一门研究学问。”

在绘画上，周天黎是一位融汇中西的创新者，同时，
她又是一位充满哲学思考的艺术思想家。周天黎认为：“真
正的艺术大家、大师的个体命运需要放到整个时代的变迁
中去弥厉，所呈现的不仅仅是手艺才技，还有精神方向的
选择及高度；卓越的艺术总是反映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类思
想的进步，使之成为社会变迁和人文脉络最可信赖的图象
文献。艺术家的生命同时也是一个真善美的灵性辉耀，被
自由的灵魂坚定支撑，与天道和常理同在。在这个极需要
真实的时代，没有精神硬度、没有信仰者很可能在试错中
的形式主义和陈旧乖劣的笔墨程式中还不明所以。”

周天黎以清醒者的傲岸正道直行，修身治学。以自己
通古达今的杰出才华和世俗潮流抗衡，以中华文化人文气
脉托命之志，以人文主义者独有的大悲悯与大担当，高蹈
风骨，孤峭独峙，追求圣贤襟抱。她具有独立的艺术视野
和强烈的精神追问，具有放眼人类文明与历史整体的思想
高度及胆识，撰写了一系列见解深刻、具有启蒙意义的理

论文章。已发表的艺术与人文理论著作有《中国绘画艺术
创新与发展的思考》《一个中国女画家的思想片断》《为思
而在》《心语》《艺术沉思录》《凭吊梵高札记》《我的人文
求索》《我的艺术论》等，在美术界、文化思想界产生了重
大影响，被许多专家学者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
有思想性贡献的重要文章之一，其学术成果与艺术成就拓
宽和提升了当代中国画的美学境界。

周天黎洞悉现实和人性的幽明，希冀最超然的价值和
理想，并以明澈的态度阐明了这个时代人文精神危机与艺

术良知的命题。她在陈旧文化思维定式与边缘激进思想、
先进人文理念三方碰撞角力的时刻，叩响人文反思，狷介
奇遒，笑傲群伦，担纲着艺术启蒙、审美感召和文化传承
的社会责任，推动中国美术事业的人文发展，参与了人类
社会历史当代文明进程的文化建构。在善与恶、进步与逆
流的永久较量中，正相契合民族复兴和精神重建的伟大使
命，是当代美术界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
（本文系香港美术家联合会整理。原刊2013年12月7

日《美术报》。本报略有修改。）
人类艺术的演化逻辑告诉我们，优秀的文化艺术是促进人类进步的精神动

力。周天黎艺术创作和艺术思想的当代意义在于，她是一位具有文化远见与使
命感的艺术家，相信“审美影响人的精神，艺术能表达非常深刻的意义和精神
洞见。真正杰出艺术家的作品不仅能触动心灵，而且还能感动心灵、丰富和纯
化心灵”。她天分素质卓越，富有艺术上的独创精神以及艺术感性抽象力的筹
思。她说过“格物致知，物我一理。任何博大精深的传统都存在突破的空间，
破则生变，变则通，通则融，融则生。我的绘画生涯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解放的
过程”。所以她挣脱传统图式的庸明相继，困厄纠缠，真正拥有“传承——开拓
——使命”的大视野，从本质上去理解花鸟画的四理：情理、物理、画理、道
理，且能四理通变，兼擅文理，连贯中西，开拓创新，成就斐然，并有一种参
与历史的自信坚定以及经历风雨雷电锤炼后的大气吞吐。你可以赞同或反对她
的艺术与思想，但孰谤孰誉、孰是孰非都遮蔽不了她作为当代杰出人文艺术家
和画坛重镇的高蹈气象。这位名满两岸四地的艺术家心如明镜，书画漫卷情弥
切，寻先秦诸子，会唐宋八家，追屈子之悲，思托翁之忏，叩天籁之问，常用
两枚闲章：“坐看星云”“独钓银河”。她厚重的艺术和艺术思想对当下社会文化
都在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周天黎出道很早，30年前已走过中国画小写意、大写意的必备技能阶段，
其书法也甚佳，楷书清刚绝俗，狂草雷滚电驰，变古而有唐风。她对艺术的态
度已从被动接受转换为主动思考，美学观念上，将绘画从客观再现转向主观精
神表现。技法上推重笔墨老辣苍秀之美，注重绘画的墨、色、光、形、意、线
的融合，出入中西，融古汇今，大胆借鉴西方现代表现主义的一些理念，墨彩
团团天地宽，进行“积彩色调水墨”的艺术大演绎，折射出时代精神，形成了
新的周式绘画语言，令人耳目一新，独步画坛。几十年来，中国美术界在艺术
观点上常常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激辩震荡，她自悬孤心于天壤，笑傲潮流，橫
站立阵，以强硬的姿态，既揭示守成主义，又论判激进主义，以君子情怀、一
己之力疾呼文化改良和艺术思想创新，多年前就提出“中华元素、八面来风、
文化创新、精神重建”的16字建言。她十分讨厌某些陈旧与油滑的国画，公开
阐述不能顺着迂腐庸俗、惯性陈旧的审美趣味去进行艺术创作；然而也要认清
西方文化中的精髓与糟粕并站稳自己的根基。同时反思一些艺术作品为何无力
进入人类心灵？争论的聚焦中不断提笔挥戟，击楫中流，点亮警省的烛火，推
倒欺世之虚妄，对社会文化及种种错位现象表达犀利的人文观点，“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文化阐释力的砥砺中获得社会公共文化身份，
以排名第一当选美术报2013年十大年度人物。

周天黎深沉思辨，悲悯情怀，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追寻美，坚守美，既追求
艺术语言的卓越，又追求精神的卓越，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大彻大悟的哲理高度。
而且，她一直强调画家在绘画中要表现画家主观的情思，要画自己心里面的东西，
要有生命和血肉的参与。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大自然，利用她中西融汇的艺术表
现手法来表达其强烈的思想感情，而且力图以全球化的视野，建构反映东方情怀
与东方文化气息、彰显新时代中国美学品格语言样式的新可能。

有一点需要指出，以前的文人画家，即中国画家，他们首先是一个文化
人，是一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的绘画创作背后有一个相对
稳定的思想资源，具有儒释道等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知识学基础，从天人合一
到文人士品，他们的许多作品无不闪耀着精神与灵魂的光辉。除此以外的画画
者，大多仅属于绘画技工、作坊匠人而已。因为画家的人文品格和精神气质以
及艺术作品的精神性升华是逃避不了的基本原则。缺少深厚文化内蕴的手部运
动、行货制作，以及矫揉造作的市侩式绘画，其作品就仅仅是一张普通的图而
已，是无力对壮丽的生灵海洋所呈现的缤纷进行传神的抒情或描绘，何况大美
学的视野，还需要哲学的眼光。用上述文化分野观照今天热闹纷纷的中国画
界，很多现象即可明白辨察。

中外艺术史历历证明，任何一位置于美术史链条中的大画家的深刻见解，
除了来自于对绘画艺术本身的认真研究与探索外，离不开对文、史、哲等其它
学科的通晓；离不开对生活激流与人生铭心刻骨的体验。周天黎不仅是一位站

在历史前沿的艺术家和艺术思想家，她身上还有一种真正的学问学术价值沉淀
与中国艺术心灵灵光乍现、浪漫高华的东西；还有一种真正的中国文化沉郁顿
挫的精神传统，以及重新唤回这个传统核心的人文支撑。故周天黎的花鸟画有
着强烈的人格化倾向，蕴含着深切的精神价值和情感价值。甚至还可以看到中
国文化的深度、厚度以及丰富的、有浓度的内涵。她说过：“我认为艺术家不是
没有深刻精神彰显性行业的从业人员，因为艺术需要心灵的创造。再者，中国
古代思想家们研究哲学的目的，不仅是‘闻道’，重要的还有‘履道’，这和一
个真正艺术家所呈现出的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相贯通的。而人文艺术在人类
得以成长的道路上始终处于前倾的姿态，保持着永远的顽强和进步，并始终在
精神领域飞翔，具有面向未来价值取向的基本特性。”

罗丹关于艺术创作的体验：“生命之泉，是由心中飞涌的；生命之花，是自
内而外开放的。”一位画家的作品是否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很重要的一点是
视其是否注入了自我独特的思想和精神，笔墨只有和画家的灵魂融为一体，画
出的一花一石、一雀一鹰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说，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
艺术家内心经历过强烈的震动、感情受到巨大驱迫以后的产物。近日读到周天
黎《我逐苍日》《生如夏花》《花黄起作回风舞》《向阳之花》《日晞》《雨后挽斜
阳》等几幅大写意向日葵画作，笔者难以掩饰自己的惊讶，一位才华横溢的大
画家，凭其雄厚的实力，独特的画风，火一般的热情，遐思遄飞，灵心神思，
给人们带来美的艺术享受；再一次深感她对墨彩光影和线条意象有着内在的敏
悟，真正的心触体受，映目铭怀，入象存形，离相阐道，境界高远，披图可
鉴，撞击似地感觉到画家激烈跳动的思想脉搏！以她的奇纵苍莽、强悍及深
度，涌动着创新和变革的潜流，可谓“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开启了存在者的
存在”（海德格尔），进入了颇为自觉的艺术状态，那其实是艺术家一种发自天
性中的心灵大解放的大自由！从这几幅画作中可以看到，画家以她的特殊感
受、特殊直觉、特殊情绪、特殊技巧、大胆摒弃无情感思考的流俗式绘画作
风，而将自己的思想和绘画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注重画中的内涵和神韵，
展现开放性活力。如其所言：“绘画创作，对我来说，是生命历程中的神性牵
引。”自然物象在她眼中，是表达主观情绪的载体和象征，是揭橥生命精神的深
深寄托！

巍巍乎，唯天为大，天之力却莫大于日，阳气发处，金石亦透。向日葵常
被和太阳之光紧密相连，是光和热的象征，也是内心翻腾的感情烈火的写照；
意象幻化，画面上朵朵葵花在无限的苍穹下，追光拜日，倔强昂头，望着极远
的天际，期待袅袅而来的天籁，向太阳奉献着所有的爱恋，喜悦地迎接光明；
夸张的形体和激情四射的色彩，是那样的华美、浓重与辉煌，就像一团团炽热
的火球，黄色的花瓣又犹如太阳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整幅画就像是烧遍画纸的
熊熊火焰，壮丽激荡。细看花盘，却层层叠叠，深深浅浅，彰隐自若，静穆中
和，如繁星入梦，不乏细腻、优雅与争妍中的和谐，并带有雕塑感。许多评论
家认为周天黎用笔似斧劈，胆魄惊人，气旺神强，奔放不羁，使色彩的情绪化
表现达到了某种极致，笔下的向日葵于内在精神的呼唤中，变成了一个个燃烧
的生命体，具有无穷的生命力，也生动地体现出画家非凡的美学追求。既合清
人王昱《东庄论画》所叹：“何等章法，何等骨力，何等神味！”更印证了周天
黎一再以自己绘画作品和思想论述的强调：“艺术创作的生命在于感情，凡好的
作品，都用墨色线条诉说思想和性情。气韵生动是画家生命里带出来的东西，
只有画家的热血和思想的锋芒才能激活她！”

人类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命题。钱鐘书先生强调中西交汇，他
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著名美术史论家范景中教授在其大作《中华
竹韵》一书中也重申歌德的名言：“不论东方还是西方，艺术的伟大价值是共同
的。”2012年9月，周天黎曾到凡?高墓地凭吊，并在法国小镇奥维尔旁边凡?高
自杀的那块著名的麦田里眷眷地长久沉思，体悟凡?高是用生命在画，画他的
爱、画他的压抑、画他的扭曲，他生命中所有的感觉都在他的绘画里。又到这
位饱受磨难、营营孤诣的艺术天才死去的阁楼小床上，追寻他最后的痛苦呻吟
与潸然崩溃；同时也感悟这或许是这位后印象派大师在追求另一种无形生命的

绽放。回到巴黎旅舍长夜未寐，情绪难收，写下了《凭吊凡?高札记》一文（见
2012年 10月 13日《美术报》），徒看烟云幻空相，栖惶苦楚觅迹遁，苍茫悲
愿，澄明吟啸，心灵的阅读中洒下了她对凡?高生命存在和价值理想生死与之的
虔敬、纯正和圣洁，敏慧触角于艺术家的精神谱系：“绝不可以让自己心灵里的
火熄灭掉，而要让它始终不断地燃烧。”凡?高许多以向日葵作为主题的作品或
多或少影响了她的创作思想。还有，周天黎早年就对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
康斯坦丁的名句“我来到这世界是为了看见太阳”感触颇深，把它摘录以箴铭
形式摆放在画室，这，肯定也对她的艺术创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另外，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周天黎涉猎深广，人文观照的光芒照亮她思维
的路径：司马光《客中初夏》有句“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讲的
是人品；蔡氏《葵花》诗云“最怜一点丹忱在，不为斜阳影便移”，寄托的是忠
君；《山海经》所载有这样的意思：“人如太阳永远光明向上。故夸父一直追赶
太阳，想把太阳的温暖送给人民；他感到口渴，想要喝水，就到黄河、渭水喝
水。黄河、渭水的水不够，又去北方的大湖喝水。还没赶到大湖，就半路渴死
了。他遗弃的手杖，化成桃林，成为人类的桃花源。”陶渊明《读山海经》对此
激赏：“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赞的是意志和信仰。周天黎认为“没有信
仰就没有精神家园，甚至难以维守基本的人格底线。艺术家绝不能放弃更高的
精神追求、精神境界，而把现世的自我当作全部的价值之源”。

置身意志与信仰在功利主义的冲击面前显得很脆弱的当代，周天黎在大幅
画作《我逐苍日》画面上的题词“虽非夸父，我逐苍日”，这出自胸臆中的短短
八个字和钤印“丹青总与山河壮”的闲章，似电光火石般的“写我心画”，是当
代一位杰出人文艺术家托物释心地超越时空的精神聚会，充满了巨大的诗学冥
想，演示着个体生命精神的破晓。也反映了她思绪深邃，鸿论天地，情潮澎湃
的人文创作视野，传达出画家烈火焚烧的内心和精神上的执着。《周易》指出
“立象是为了尽意”，作品立意上联结起古代汉族神话里水与火激荡亘古的大漠
中，那夸父飞奔追日的壮烈情操，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志气和永不改变的坚
定意志和信仰，求索五千年的沧桑肃穆，去面对我们这个剧烈变化的社会，去
追求理想和希望，从而更加重了画作在精神上的烈性释放，一波千澜，一种蓬
勃喷发的冲动扑面而来，使观者站在这帧180厘米高的名画前，进一步催生起激
动人心的感应力度，融入到画家丰富的主观感情中去。纵览人类文化沧桑流程
的惊涛骇浪，无疑，这样讴歌人类生命绚烂和精神永恒的艺术作品，才具有经
久不衰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史上的价值索引。

因为看到了万般世相，也见识了人心曲晦，艺术家在寻找意义的途中，黑
色丛林常常遮蔽、错置人的判断。然而，人类的生命历程始终在同一苍茫中面
对敞亮星空，历史是一位与所有人签订了生死契约的不死智者。我们撇开“武
士头颅文士笔，纷纷化作侯门狗”的萧索时代不谈，上友传统慧智，洄溯源头
活水，满眼宝典丰仪，充沛于霄壤六合。因此，历史总是成为人文艺术家们莫
大的精神资源，成为思辨、逻辑、真理以及中华文化根基与道气的追寻之径。
揆诸史乘，读城垣神往明古今，观苍山静思知天地，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
脉，中国自孔、老、孟、庄与《尚书》《诗经》《春秋》《楚辞》《史记》以来，
就孕育出勇者大无畏的气概；仁者悲天悯人的情怀；智者洞穿历史黑洞的眼
光。好一派浩气长流、日月贞明！千载之下，灵性善感者莫不心驰神往。周天
黎喜欢竹林七贤的旷达潇洒，钟情浪漫清逸的李白，心仪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王
阳明；多少个春寒料峭的午夜，她深读也深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对陈寅
恪的学知学识十分推崇。周天黎大言：“陈家一门忠烈，三世报国。陈先生暮年
孤寂、目盲体衰、双腿又断、踬踣驱驰、化十年心血写成的最后一部巨著《柳
如是别传》，我用‘如石蕴玉，如水含珠，雍雍钟鼓，天鹅绝唱’十六字来形
容。大师独立苍茫，苦涩中对正善、邪恶和人性、人道有着深刻的思考与启
示，在世道浇漓、艰难坎陷的人生中提炼道德和精神的崇高。是枯眼待九泉之
涤荡心胸之作！是‘泪中凝聚着民族魂’！”

正如哲言：“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
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周天黎认为：“没有思想，就不可能有优秀的艺术，
因为哲学，艺术才变得伟大。”云遮雾笼，细雨潜润，岁月的内修磨洗中，周天
黎一直努力去透识宇宙与尘寰之间人世天道的万象演变，身上衍生出一种强烈
的人道主义和理性力量，时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用中央美院原副院长徐冰教
授的一段话来说明周天黎其人其艺十分贴切：“好的艺术家其实都是思想型的
人。最后思想是关键。他对社会、对时代、对文化、对他与社会的关系等等的
认识都超于他的同代人。他又有一个本事，就是他可以把这种思想用一种艺术
的方式给说出来，或者用他的行为方式给解释出来。我觉得好的艺术家、有价
值的艺术家都是这样。”

周天黎总是让自己努力去引领这个时代的审美，而不是顺应这个时代的消
费，并在对荒谬的抗衡中，为建构生命与艺术存在的精神王国而呕心沥血——
这些对周天黎来说并非是溢美之词，因为她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美术界睽违已久
的人物。当然，高处不胜寒，孤独感对她这样的艺术家与艺术思想家来说，也
是必须要承受的。她曾在画中题词“三千里地无知己，十万军中挂印来”，这既
是一种孤傲，也是一种感叹，更是一种出入传统、开拓创新、纵横捭阖的气度
和抱负！另外，周天黎平时不屑于热闹交游，难得要出场也表现寡言，只因满
城风沙，临窗独邀明月，与喧嚣浮华的环境格格不入。但只要提起笔来，即神
采飞扬，目光如炬，剑拔飙风，气势磅礴，豪情万丈。她是一个可用笔墨主宰
万物，怒江披雨，惊涛拍岸，挥洒性灵，充满自信的人。哪怕是最孤独的选
择，她也没有彷徨，在文章中寄望自己能生如夏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
也希望自己用心血浇灌的散落于民间的艺术作品可以生命不息。周天黎感慨地
说过：“真正伟大的艺术当有天地间一种混茫浩瀚的元气啊！”所以，她在自己
的艺术实践中，在对笔墨线条、光影色泽、形象结构以及潜藏其中的万般情思
里，一直奉行对精神、思想、哲学、仁爱、善良、良知、性灵、道德、理性、
忏悔、怜悯、人道、历史感与生命奧秘的深思和彰显。有道是“画境即心境”，
在沧海横流的时代大环境里，艺术家在这样博大的境界与大审美层次上的自我
定位、自我期许、自我成就，更需要拳拳不泯之心、涟涟未瞑之目而直面阳
光；更需要良知的勇敢和灵魂的高贵！诚如王国维先生指出：“言气质、言格
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
（本文作者系大学教授、艺术品鉴赏家。原刊2015年4月18日《美术报》。

本报略有修改。）

浩然正气 人文大家 击楫中流

精 神 上 的 烈 性 释 放
——兼谈周天黎的向日葵画作

雷晨悟

画坛重镇周天黎
“经波峰浪谷，悟天地大道，守人世至情，得应手笔墨，方

可成大器。”
——周天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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