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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画在中国的发展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由于水
彩画与中国画在工具材料上的相似性，来到中国，便受
到众多中国画家的欢迎。改革开放这40年，是它在中国
的发展最为活跃、空前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中国
水彩画历史发展的高峰时期。

来自民间的呼唤

水彩画的发展首先是从民间兴起。
各地纷纷成立水彩画研究会，组织画家开展活动。
各地水彩画研究组织，举办联展、交流展、邀请

展、巡回展等多种形式的地区间的水彩画展出活动，水
彩画展览遍及大江南北，画家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促
进了水彩画在各地的兴旺发展。各地民间水彩画组织的
建立，使中国水彩画迅速从恢复进入发展阶段。

1989年杭州举办的“89’杭州中国水彩画大展”将
民间兴起的展览活动推向高潮。此展连续举办了 7 届，
参展人数众多，广受好评。展览影响面之广之深，至今
令人印象深刻。

国家展览的推动

在国家展览层面，水彩画也受到关注与重视。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1984年10月，文化部主

办了“全国第六届美术作品展览”，第一次分设画种。水
彩画以独立画种形式，在广州展出了全国包括港澳地区
优秀水彩、粉画作品 200 余幅。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水彩
画最集中的一次展示，在作品内容和风格形式上都有较
大的发展，突破“小品”“即兴”式的创作局限，出现了
一些主题鲜明、题材内容广泛的优秀作品。人物画如黄
中羊的《儿时的歌》、 黄铁山的《金色伴晚秋》、胡钜湛
的《第一代可可》、蒋振立的《慰忠魂》等，风景画如梁
栋的《林中》、哈定的《塞外风光》、黄唯一的《秋月》、
宋守宏的《海港雨后》，静物如白统绪的《鱼》、周锡珖
的《鹭》等，感人至深，耐人寻味。运用新技法的作品
特别引人注目，如华仞秋的 《鱼寨新歌》、郭德菴的

《啊！黄河》、柳新生的《雨后》等，给观众留下了新的
视觉感受，它们从技法与观念上，为中国水彩的革新开
拓了新的思路。

全国美展每5年一届，水彩画的发展有目共睹。
1999年“全国第九届美术作品展览”在江苏南京展

出，这次展览首次在水彩、粉画展区设立金奖，作品尺
寸放开至2米×2米，与国画、油画一致。经过三届的展
览展示，水彩画得到空前的发展，在作品思想深度、题
材广度和学术高度上，给予了充分肯定，受到关注。

至2014年全国第十二届美术作品展览，水彩、粉画
展已举办了 7 届，期间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水彩画作品，
令人印象深刻。在人物画上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在
人物性格上准确把握，表现手法上新颖独特，例如黄增
焱的《同心协力》、王绍波的《渔歌》、周刚的《矿工系
列》、陈坚的《魔笛》；在风景画、静物画表现上突破既
往形式，如陈勇劲的 《山火》、赵云龙的 《初春的阳
光》、王肇民的《荷花玉兰》、陈朝生的《静物》、朱辉的

《红辣椒·黄辣椒》、刘昌明的《一个教师的工作台》；采
用三联画、多联画等新的绘画语言和表达方式，例如韩
婕、黄亚奇的 《红苹果》、邓涵的 《物件儿》。这一时
期，水彩画的表现方式呈现多元化态势，艺术风格日趋
多样化，写实、写意、象征、抽象，各种手法争奇斗
妍，充分显示了画家独到的艺术个性，标志着水彩画的
繁荣与成熟。

作为全国性国家展览，全国美展带动各艺术门类的

发展。水彩画作为独立展区展出，无疑是将水彩画创作
纳入中国美术的大家庭中考量，水彩画的发展可以看作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
影。它已从一个只能画些“草图”或“小品”的极为简
便的绘画方式，发展成为能够抒发画家情感、深刻反映
现实生活、表现技巧非常丰富、深为广大人民喜爱的绘
画形式。

作为中国美协水彩画的艺术咨询机构，水彩画艺术
委员会为推动我国水彩画事业发展，从学术层面给予了
支撑。

在中国美协水彩画艺术委员会的主持下，主办了许
多全国性的水彩画单项展，参与了全国第五届至第十届

“全国水彩、粉画展览”的组织与评选工作，并针对水彩
画在各个时期出现的学术问题，组织了2001年“全国水
彩人物画展览”、2003年“全国写生精品展览”、2003年

“全国小幅水彩画展览”，为中国水彩画在学术上把握方
向，促进了水彩画积极健康地发展。

学院水彩带来新亮点

中国水彩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一直在两个层面运行
与推进，前面所述均为展览层面，在教育层面，学院水
彩也纳入国家教育层面，成为中国水彩画发展的基石。

广东和湖北两省都是水彩画教育大省，培养了众
多水彩画家。广州美术学院和湖北美术学院是较早开
设水彩画专业的美术学院。1981 年起，广州美术学院
美术教育系就将水彩画作为主修课程加以推广，1987
年湖北美术学院水彩画系开设了水彩画专业，2009 年
湖北美术学院率先开设水彩画系。水彩画教学在全国得
到普遍发展，全国八大美院均开展水彩画教育与教学，
为中国水彩画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水
彩发展的希望。近十年来，全国高等美术院校水彩画联
展“学院的品格”通过多次集中展示，体现学院水彩的
学术高度。如今，学院水彩已经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中
国水彩画发展新的亮点。

水彩大国打造中国精神

在水彩画发展的浪潮中，涌现了一些在水彩画领域
有影响力的画家，他们通过水彩画创作实践，独树一
帜，另辟蹊径，画风画品均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受到人民的尊重。王肇民终生致力于水彩画民族化的研
究，孜孜不倦地追求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作品呈现浑
厚、博大的精神内涵。陈坚是近期中国水彩画坛非常活
跃的画家，“质朴的精神”水彩画展 2009 年在湖北美术
馆展出，受到美术界关注。深入生活，扎根群众，是陈
坚多年的艺术创作实践信念。他笔下的塔吉克人形象生
动传神，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今年10月在中国美术馆展
出的“质朴的精神 陈坚水彩画展”再次刷新了人们的
视觉体验，给中国水彩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内涵。

水彩画家为打造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时代精
神、个人面貌的中国水彩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中国水彩画以其恢弘博大的民族文化底蕴、丰富而空灵
的美学品味、充满激情的生活气息、酣畅精微的表现技
法，赢得了国内民众的喜爱，获得了国际水彩画界的普
遍赞誉。

放眼世界，我国水彩画表现能力之强，艺术水准之
高，画家和作者队伍之大，画展之多，足以使我国称得
上是“水彩大国”。

（作者为湖北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水彩艺委会副
主任）

千百年来，中国画和书法历来被视为血肉相连、手
足与共的姊妹艺术。书画会通不仅有其漫长的历史渊
源，且有其悠久的表现传统，更有其深刻的本体基础。

历史渊源
董其昌《容台集》曾载典故一则：元人赵孟頫曾向钱

选请教绘画要领，问他怎样才能做到画中有情趣？钱选
回答，多写隶书。赵孟頫大受启发，并于《秀石疏林图
卷》题诗中进一步发挥：“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
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

古来文人画家皆重以书入画，喜于画中得书法，
引起画法革新，其画法常于书法笔法中化出高古奇
崛、婉通圆润、停匀精密的线条。文与可画竹，郭
熙、唐棣画树，温日观画葡萄，都借鉴了草书写法而
开一代画风；王维雨点皴、李思训斧劈皴、吴道子兰
叶描，均与书法艺术相关。

历代中国画名家中不乏书法圣手。或如顾恺之
“亦善书”“时人号为三绝”，或如李思训“笔格遒劲”
“书画称一时之妙”，或如韩滉“工隶书章草”，或如阎
立本“兼能书画”，或如郑虔“好书”“明皇书其尾
曰：郑虔三绝”，或如甘风子“细笔作人物头面”“放
笔如草书法”、开写意人物画先河，或如徐渭“书第
一，诗二，文三，画四”，或如郑燮“三绝诗书画，一
官归去来”“以书为画”，他如 《历代名画记》 中标出
59人均为善书画家，及至现代，齐白石、黄宾虹、徐
悲鸿、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等皆书画兼善。

表现传统
器通。中国画和书法皆以笔墨纸砚为工具。中国

书画艺术之辉煌仰赖毛笔之发明。当岩壁、山洞、树
皮、兽皮走向缣帛、纸张甚至是宣纸时，书画便具备
了完全相同的衍进发展物质条件。水墨的结合更为书
画创造了艺术发展的相同条件。

线通。线条倍增了书画在艺术传达媒介上的基本
一致性，再度强化了书画会通的根基。线条具有超强
的艺术表现力，中国画和书法均以线条为主要艺术媒
介。书画线条的价值在于立意、用笔、形似、骨气、
象物，在于蕴藉于形象取舍中的情感振动、潜藏于内
的时空感以及借由细部差别产生的风格趣味。

法通。元人杨维桢称：“书与画一耳……画法即书
法所在。”清人石涛则谓：“字与画者，其具两端，其
功一体。”今人林散之慨叹：“今人岂与古人异，画法
原与书法同。”诸家书画之论皆一语道破了中国画和书
法在法度上的天然会通。

品通。书论画论多以“品”分高下。书论有 《书
品》《书后品》《艺舟双楫·国朝书品》，画论有 《古画
品录》《续画品》《续画品录》，皆直接以“品”命名。
恰如刘熙载所言：“书与画异形而同品。画之意象变
化，不可胜穷，约之，不出神能逸妙四品而已。”书画
品第亦步亦趋、几乎同步、交互影响。

本体相通
“书画同源”堪称中国古典艺术最为著名的理论命

题。从理论上研讨“书画同源”现象始于唐人张彦
远：“书画异名而同体也。”宋代 《宣和画谱》 承继其
说，明人何良俊进一步阐发，嗣后，“书画同源”说便
广为流播，“书画同源”之辩渐成声势。与之相伴，中
国画和书法的会通也始终为历代书画论家津津乐道，
演成古今书画美学研讨的一大焦点。

察考中国书画史可知，书画会通突出体现于文人
画之中，涵括书通于画、画通于书两端；既立足于

“书画同源”说之上，又筑基于“书离于画”“画异于
书”的“书画殊途”之上。但无论是“同源”还是

“殊途”，“象形”乃会通之源早已成为共识：古今诸贤
皆论及造字、书法、绘画造型的象形特质；象形是古
贤近儒眼中书画会通的发端与关窍。

“象形”既为造字、书法之原则，亦为“绘事之权
舆”“绘画之滥觞”，书画造型均以“象形”为始发
端，其形近、其源同，且皆有“象形”之共性，“画成
其物，随体诘诎”亦成书画会通的关窍，古来一切书
画互通的阐释均源于此。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西方绘画 500 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
展”日前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由清
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东京富士美术馆共同主办，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株式会社黄山美术社支持。

展览共精选了 60幅来自东京富士美术馆的西方艺
术经典藏品，展现了西方艺术500年的发展历程，可谓
是“一部浓缩的西方艺术史”。

东京富士美术馆由日本著名摄影师、和平运动倡
导者池田大作于 1983 年创办，至今已收藏了超过 3 万
件艺术作品，尤其是有计划地收藏了西方艺术史上众
多代表性的艺术作品。 （杨冬江）

由日本国驻中国大使馆、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的
“师古妙创——师村妙石篆刻书法艺术展”日前在中国美
术馆举行。此展是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系

列文化活动之一，共展出日本艺术家师村妙石篆刻书法
作品46件/套。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文化是连接国家与国
家、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纽带。书法艺术作为中日之间文
化交流的媒介由来已久，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当代书法
家，受日本艺术的影响很大，特别是他们在书法创作中
情绪、情感的表达，富有启迪意义；而日本的书法在学
习中国传统书法的过程中，汲取了中国历代大书法家的
成果，他们的书法是在学习中国优秀书法传统之后的新
创造，所以日本书法非常有特色。师村妙石长期以来在
中国举办展览，在教学、创作、研究等领域都卓有成
就。中国美术馆与日本国驻中国大使馆共同为这位为中
日友谊做出杰出贡献的书法家、篆刻家举办展览，本身
就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硕果，也体现出两国人民的友
谊。

1972年10月，中日两国刚刚实现邦交正常化，师村

妙石就参加了青年友好访问团第一次来到中国，并在人
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其后，他通过书
法和篆刻等文化活动长年与中国开展交流，访华多达
210次。

多年来，师村妙石与包括西泠印社社长沙孟海在内
的众多书法家、篆刻家交谊，编撰了《篆刻字典》《古典
文字字典》等字典，于1996年被推选为西泠印社名誉社
员、上海中国画院名誉画师。

师村妙石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等地举办个人
展29次，两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位于北京的中日
国际青年交流中心内更是永久安置了其创作的“中日人
民世代友好”石刻圆柱碑。2008年，师村妙石荣获上海
市白玉兰纪念奖。今年3月，“师村妙石艺术中心”在浙
江省嘉兴市建成开放。去年，日本外务大臣特授奖表彰
他多年来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杨 子）

水彩画 40 年的发展，印证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从画些抒情

小品，到表现重大社会内容的主题

创作，从轻描淡写的风景、花卉，

到能表达画家内心世界的思想变

化，水彩画极大地丰富了对世间万

物的认知与把控，这是水彩画划时

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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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墨流金四十年⑤

金色伴晚秋 黄铁山

鱼寨新歌 华仞秋

红辣椒·黄辣椒 朱辉

魔笛 陈坚 荷花玉兰 王肇民

同心协力 黄增焱同心协力 黄增焱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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