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

问：此次在上海国际艺术节

上举办的“写意中国——中国国

家画院 2010 大写意国画邀请展”，

与 第 九 届 中 国 艺 术 节 的 展 览 不

同，其背景是国际的，请您谈谈在

这一背景下，此次展览对写意的

主导性的认识。

杨晓阳：这次“写意中国——

中国国家画院 2010 大写意国画邀

请展”，是继今年 5 月份在广州举

办的第九届中国艺术节“中国风

格·时代丹青——全国优秀美术

作品展览”、今年 8 月份在西安举

办的“九成宫全国书法大赛暨全

国书法名家学术邀请展”之后，国

家画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是国

家画院有计划地从绘画到书法不

断推出的项目。这些项目都有一

些相关联的重要因素。实际上，

就是以“中国风格”为视角深挖其

背后的中国元素，比如书法是中

国 艺 术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一 种 艺

术，我们在办了画展之后办书法

展，又推出写意画专题展——这

一展览直接回答了“什么是中国

风格”这个问题。“ 中国风格”是

由中国民族精神决定的，中华民

族的艺术精神是什么？就是写意

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我

觉得 可 以 用 两 句 话 概 括，即《易

经》中 的“ 天 行 健 ，君 子 以 自 强

不 息 ；地 势 坤 ，君 子 以 厚 德 载

物”。“ 自强不息”和“ 厚德载物”

这 两 句 话 已 经 回 答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民 族 精 神 。 这 两 句 话 是 一 个

体 系 ，是 不 同 于 其 他 优 秀 民 族

的 品 质 。 中 华 民 族 的 自 强 不

息 ，必 须 有“ 厚 德 载 物 ”补 充 为

一 个 完 整 的 系 统 。 如 果 说 只 有

自 强 不 息，那 么 任 何 一 个 民 族、

任 何 一 种 生 物 包 括 所 有 的 细

菌 ，都 会 自 强 不 息 。 野 草 也 拼

命 地 疯 长 ，这 也 是 一 种 自 强 不

息 —— 它 争 取 自 我 的 生 命 ，争

取 生 存 的 空 间 。 但 是 天 地 间 只

有 和 谐 才 能 够 共 生 ，“ 厚 德 载

物 ”就 是 对“ 自 强 不 息 ”的 结 果

的 一 个 注 释 。 自 强 不 息 的 同 时

必 须 有 厚 德 载 物 ，使 大 家 共 生

共 存 ，而 止 于 至 善 。 中 华 民 族

的 民 族 精 神 ，决 定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艺 术 精 神 ，这 个 艺 术 精 神 不

能 走 极 端 。 比 如 说 ，我 们 可 以

将 世 界 上 的 绘 画 艺 术 归 为 几

类 ：写 实 的 ，抽 象 的 ，写 意 的 。

这 三 种 绘 画 ，哪 一 种 最 不 走 极

端 ？ 只 有 写 意 画 不 走 极 端 ，因

为 写 意 精 神 决 定 了 写 意 画 是 包

罗 万 象 的，它 既 可 以 写 实，也 可

以 抽 象 。 但 是 ，它 虽 然 包 括 写

实 和 抽 象 ，却 不 能 绝 对 的 写 实

和 抽 象 。 写 实 接 近 于 生 活 ，我

个 人 认 为 它 不 能 够 独 立 地 成 为

艺 术 ；抽 象 是 艺 术 形 式 背 后 的

一 种 规 律 ，它 也 不 能 够 成 为 绘

画 。 所 以 抽 象 和 写 实 如 果 走 极

端，它 就 不 是 艺 术，它 只 是 艺 术

的 构 成 因 素 ，它 是 绘 画 艺 术 重

要 的 两 个 极 端 ，是 基 础 的 保

证 。 只 有 写 意 画 ，以 写 实 为 基

础、以 抽 象 的 构 架 为 依 据，表 达

一种“ 意”。“ 意”就是意思，就是

意向、意义，就是构思、内容，就

是 精 神 ，没 有 精 神 的 形 式 是 不

能构成艺术的，包含着精神的这

种 形 式 本 身 就 是 有 内 容 的 。 比

如说中国传统的笔墨，是不是一

种 形 式 ？ 它 绝 对 是 一 种 形 式 。

在中国的笔墨里面就有内容，中

国的笔墨里有作者的人生内容、

人 生 修 养 及 其 对 世 界 的 认 识 。

画家在采取这种笔墨的时候，一

定是自然不自然地、有意无意地

反 映 了 它 的 全 部 。 所 以 吴 冠 中

讲“形式就是内容”，在这一点上

是一个印证。张仃提出，坚持中

国画笔墨的底线，我认为他也是

这个意思，这两点表面上看起来

是 有 争 论，实 质 上 是 一 样 的，只

是 两 位 老 人 没 有 时 间 最 后 在 一

起 沟 通，这 个 话 没 有 说 到 一 起，

两 个 人 的 表 达 方 式 不 同 ，产 生

了 一 些 误 会 。 我 想 ，或 许 他 们

俩 是 商 量 过 的 ，以 不 同 的 形 式

引 起 争 论 ，给 我 们 这 个 时 代 敲

响一个警钟。

写 意 的 含 义 在 中 国 古 代 文

论、诗 论 及 其 他 典 籍 中，被 多 次

作 为 很 重 要 的 内 容 而 不 断 重 复

和 提 及 。 明 清 以 后 ，绘 画 采 纳

了 诗 论 、文 论 中 的 写 意 概 念 。

在 画 法 上，作 为 一 种 专 用 名 词，

它 是 指 在 生 宣 纸 出 现 后 ，一 种

一 挥 而 就 的 短 速 、快 速 而 传 神

的 画 法 。 但 是 我 们 现 在 强 调 的

是“ 写 意 精 神 ”，是 从 古 代 的 诗

论、文 论 直 到 明 清 的 文 人 画，这

样 一 个 重 要 画 种 出 发 延 伸 到 一

种精神，来谈“ 写意”的，并不局

限 于 文 论、诗 论，更 不 局 限 在 作

为 写 意 画 的 形 式 材 料 。 写 意 是

一 种 概 念 、一 种 观 念 、一 种 精

神 。 它 绝 对 不 是 我 们 谈 的 一 个

材 料、一 个 画 种、一 种 形 式 。 它

只 是 这 种 形 式 在 大 概 念 之 下 的

一 个 典 型 代 表 。 这 次 我 们 的

“ 写意中国”画展邀请了全国 90

位 写 意 画 大 家 ，能 够 完 整 地 反

映我们当下的写意画现状。

这是研究性展览的开端

问：这次展览更注重纵向关

系 的 链 接，以 图 话 史、以 史 明 鉴

亦 是 展 览 的 特 色 。 可 以 这 样 理

解吗？

杨晓阳：这次展览打头的部

分是从彩陶、玉器、岩画、青铜等

人类早期艺术直到近代，所有的

艺术形式、写意画大家及论述写

意 概 念 的 典 籍 。 第 二 部 分 就 是

邀请的 90 位在世的艺术家的作

品。这两个展览，其形式是以往

所没有的。因为我们考虑到，写

意是一个大问题，写意代表着中

华 民 族 的 艺 术 精 神 。 要 研 究 写

意，必 须 借 古 看 今，因 而 我 们 对

以 往 的 研 究、继 承 和 选 择，必 须

放 在 第 一 位 ，这 样 才 能 够 来 对

照 、类 比 。 所 以 我 觉 得 这 个 展

览，首先是国家画院一次整体的

研究创作，是各种展览类型中的

一 个 继 续 。 它 是 一 个 系 统 工 程

的一部分。第二部分已经表明，

国 家 画 院 在 以 后 的 展 览 中 不 但

要 重 创 作，还 要 重 研 究，这 次 展

览 可 以 说 是 一 个 研 究 性 展 览 的

开端。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安徽

办一个写意精神大展，是把新安

画派的 200 幅原作从各个博物馆

调出来，和当下的我们邀请的写

意画大家的作品进行比照，并将

对新安画派的断代性研究与当下

的原作进行对照，试图从古到今

对 写 意 进 行 一 次 整 体 概 括 、论

述。总之，国家画院今后的展览，

将带有很强的研究性，有专题的、

纵 向 的 、横 向 的 全 面 梳 理 的 性

质。所以这个展览可以说在形式

和 构 思 上 是 别 开 生 面 的 。 我 相

信，这次作品的质量，也能代表当

下的创作面貌和最高水准。

问：“第九届中国艺术节”和

“第十二届上海国际艺术节”上的

中国画展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均由中国国家画院来承办，这是

否意味着政府文化部门对于画院

在创作及展览实力方面的肯定？

这些承办经历将会对画院以后的

工作产生哪些积极的影响？

杨晓阳：中国国家画院的发

展，一直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大

力支持。应该讲，从中国画研究

院成立开始，重视民族传统、抢救

中国画的具体做法，充分证明中

华民族是一个重视文化与艺术的

民族，从人民的热爱和政府的重

视程度两个方面来讲，在世界美

术史上都不多见。这次，政府文

化部门对中国国家画院更名后的

重新定位，证明中国政府一如既

往地重视美术，这是完全符合现

在国家发展文化，并与经济、政治

和军事方面的国际影响相协调的

战略形势。现在，政府将国家级

艺术节的美术展览正式纳入重点

项目，可见其对美术事业的重视，

也是对打造国家美术形象，“对外

代表中国、对内代表国家”的要求

的有力支持。如果说，“九艺节”

美展中提出的“中国风格”问题引

发了大家的研讨，那么，这次推出

“写意精神”“写意中国”，就是对

“中国风格”的一个注释，是对“什

么是中国风格”问题的回答。我

们将“写意”作为一个专题单独提

出并加入到国际艺术节单元中，

也是想展示给世界一个最具中国

特色的画展。

本次“写意中国”展览是最具

中国特色的画展。它的推出，是

国家画院在若干年研究中国美术

的前提下，直接抓住了本质的表

现。我们希望借此机会能够对中

国当下美术进行全面的梳理，挖

掘中国艺术的本质特色，并在精

神层面有所探索。我们举办这个

画展，可以说是对“中国风格”作

进一步的解释，是对中国精神的

一种挖掘和倡导，在供大家谈论

的同时，提请大家予以重视。这

也是国家画院积极实施的中国美

术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写意精神而非某种形式
重内涵而非特定概念

问：基于传统美学和传统思

想 的 写 意 精 神 而 举 办 的 此 次 展

览，其作品中不仅有传统的写意

画，还有其他水墨形式、观念的画

作，您怎么看？

杨晓阳：此次展览尽量囊括

当 下 在“ 写 意”观 念 下 最 好 的 作

品。至于这几年出现的各种概念

及作品，我们只是以是否具备写

意精神为标准，而不是作为某种

流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加以遴

选。至于有些水墨元素、形式的

作品，我们认为，是切入点有所不

同——我们讲求写意画这一大概

念，而大写意是对写意的一种倡

导 ，是 对 具 体 写 意 画 的 一 种 扩

展。凡是符合写意精神的绘画，

我们都称之为写意画。你刚才讲

的一些水墨性绘画，我们不便于

再把它单独拿出来。

问：那么，这次展览对于过去

各种名目的展览的作者均有所选

取吗？

杨晓阳：我们是用写意画的

概念来扫描全国的画坛。凡是符

合这一概念的优秀画家，都能够

进入展览视界。但这并不是说，

谁立一个名目，就会在这里有一

席之地，我们不做这种事情。

问：据了解，这次展览形式包

括声、光、电等多种元素，这与传

统意义上的展览有所不同。刚才

您讲了，这是传统经典图式与当

下的一种链接式的展览，是否在

展示形式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杨晓阳：这样做首先是为了

展示的效果更好，但我认为，展览

效果最终还是看绘画本身。这不

是靠展场硬件，也不是靠声、光、

电效应，更不是靠宣传得来。关

键是要把展品更好地展示出来，

尽可能提供好的展示效果。

问：我们生活在当代，当代油

画家或纯水墨画家，他们对写意

画有什么认识？我接触的有些作

者，就对传统型的写意，持落后、

腐朽、缺乏新精神的一种观点。

杨晓阳：关 于 这 个 问 题 ，有

赞 成 的、有 否 定 的，我 们 可 以 从

理 论 到 实 践 加 以 整 体 梳 理 。 一

般 来 讲，不 牵 扯 个 别 问 题，谁 对

谁错，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

看 待，并 尽 可 能 地 从 观 念、精 神

层 面 上 加 以 考 虑，不 从 画 种、材

料、画法等方面来区分。仅以油

画 为 例，油 画 也 有 写 意 画，毕 加

索、马 蒂 斯 就 是 大 写 意 画 家，但

二者的写意是不一样的。写意之

所以是一种精神而非一种画法，

是一种观念而非一种技巧，也不

是一种材料，就是如此。再比如

说齐白石，毫无疑问他是大写意

的代表，但并不是说，你拿水墨画

成 齐 白 石 画 的 样 子 就 是 写 意 画

了，简单临摹齐白石的画就不能

称为写意画，因为无意可谈。又

比如，达利用的是写实方法，而他

画出来的却是写意画。因此，我

认为材料、画法都是第二位的，写

意首先强调的是一种观念。

大写意和写意是有区别的

问：大写意和写意有什么区

别吗？

杨晓阳：大写意和写意是有

区别的，大写意是对写意精神的

一种张扬和主张，一种倡导。它

是 突 破 传 统 写 意 画 概 念 尤 其 是

明 清 以 来 的 文 人 画 中 写 意 画 特

定概念的一种主张，是一种更大

范围的精神弘扬。齐白石、八大

山人是写意画的杰出代表，可以

说 是 中 国 写 意 画 的 最 高 峰 。 但

是我们讲的“大写意”，不是写意

画 ，而 是 写 意 精 神 、写 意 观 念 。

这也就是我在文初所说的，写意

是 一 种 观 念、一 种 精 神；大 写 意

是对原来写意画的一种扩展，虽

然包含原来的写意画，但是不局

限于其中。

问：从 画 种 而 言 ，这 次 参 展

作 品 基 本 在 中 国 画 范 围 内 。 如

果有第二届写意画展，按照您刚

才 的 论 述，油 画、雕 塑 是 否 也 有

写意性，也可以入展？

杨晓阳：不 能 说 油 画 、雕 塑

含 有 一 定 的 写 意 性 ，而 是 看 油

画、雕塑作品中，在油画、雕塑材

料之中是否持写意观念，有写意

观 念 的 才 是 写 意 作 品 。 还 是 那

句话，不牵扯画种、材料、画法、

工 具，大 写 意 是 一 种 观 念、一 种

精神。用雕塑可以，用版画也可

以，用宣纸也可以，材料、工具、

表现方法都是第二位的，首要的

是坚持深刻的思想观念、符合艺

术规律、符合写意精神的造型并

与 表 现 方 法 完 整 结 合 。 比 如 说

毕加索肯定没有用中国的宣纸，

但 是 他 表 现 了 对 这 个 世 界 的 一

种 独 特 看 法 ，我 也 称 他 为 写 意

作品。

问：国家画院七个专业院宣

告成立了，下一届艺术展览有没

有可能囊括这几个专项，结合写

意 精 神 的 要 求 来 做 一 次 综 合 性

展示？

杨晓阳：以后的展览可能是

两 种 形 式，一 种 是 按 材 料 分，一

种 是 按 艺 术 观 念 分 。 现 在 我 们

七个院主要是按材料划分的，国

画 是 国 画 材 料 ，油 画 是 油 画 材

料，版 画 是 版 画 材 料，雕 塑 是 雕

塑 材 料 。 假 如 以 后 再 举 办 写 意

画 大 展 ，我 想 可 能 这 些 材 料 都

有，是各种材料构成的写意主张

下的创作展。

问：那 这 七 个 院 以 后 创 作 ，

是 否 会 以 写 意 的 观 念 为 主 要

方向？

杨晓阳：这 里 面 有 两 个 观

念，像达利作品，是按照洋人的标

准加以分类的；如果我们按中国

人的分类来讲写意画的观念，去

系统梳理古今中外的绘画，我以

为像毕加索、马蒂斯、达利这样的

都属于写意画，属于大写意画中

用了油画材料的写意画。从这个

观念和逻辑推出去，国、油、版、

雕、公共艺术、书法，凡是符合写

意精神的，就应该在写意画展中

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中国国家

画院提倡大写意的关键。我一开

始就讲了，因为写意包含了写实

和抽象，写意以抽象和写实为基

础，不仅要包容它、容纳它，还需

要它在这方面的支持，所以这个

概念和方向应该很清楚了。

中国艺术中的写意精神

问：书法作为造型艺术形式

之一，它的线条应该是凝聚了更

强的写意性吧？

杨晓阳：书法是中国造型艺

术 中 最 具 中 国 特 色 的 艺 术 形 式

之 一 。 它 是 中 国 造 型 艺 术 最 高

成 就 的 代 表 。 书 法 就 是 一 种 造

型，它的造型是从象形文字发展

来的。在书法的造型过程中，随

时 随 地 带 有 每 一 个 人 对 造 型 的

认 识，因 而，从 另 一 角 度 讲 它 就

是绘画。

问：中国艺术中的写意精神

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去概括？

杨晓阳：中国造型艺术不只

在 美 术、书 法 方 面，在 戏 曲 方 面

也 表 现 得 非 常 典 型 。 中 国 的 戏

曲，你 看 它 的 脸 谱，没 有 一 个 人

长 成 这 个 样 子；你 看 它 的 装 束，

比 如《杨 门 女 将》中 穆 桂 英 出 来

的那一身装扮，打仗的时候哪一

个 将 军 是 那 个 样 子 ？ 它 就 是 一

种 精 神 张 扬，它 是 写 意 的，是 大

写意的，是超越现实的。假如我

们 用 写 实 的 手 法 表 现《杨 门 女

将》，去表现穆桂英，那会是什么

样 子 ？ 所 以 没 有 写 意 就 没 有 中

国艺术，写意从古到今都是这个

世 界 上 存 在 的 所 有 艺 术 形 式 中

成 就 最 高 的 一 种 。 中 国 的 写 意

理论成熟得非常早，它不是现在

刚刚提出来的，从古到今都有写

意说；写意画是在人类脱离了原

始阶段，在岩壁上画出一个符号

时就开始了。到了宋以后，文人

画 更 加 强 调 写 意 精 神 ，是 在 水

墨、宣纸中的一种发挥。

人类早期都是写意画家，岩

画、彩陶、青铜、玉器都充满着写

意 精 神 。 后 来 的 西 方 绘 画 科 学

了，但中国更艺术了。中国艺术

是一种社会学的凝结，西方艺术

是一种科学的凝结，这两条路走

到 19 世纪初，西方觉醒了，照相

技 术 的 发 明 把 西 方 艺 术 朝 科 学

走的路子给堵死了，只好返过头

来 追 求 写 意 精 神 。 而 中 国 人 写

意 的 传 统 不 断 ，一 直 延 续 到 现

在，我 们 的 民 族 不 灭，我 们 的 文

化 不 断，我 们 的 精 神 不 断，我 们

的艺术就发展。

问：中 国 艺 术 发 展 了 几 千

年，写 意 精 神 一 直 贯 穿 其 中，如

果断代划分，您觉得哪个朝代最

符合您的写意理想？

杨晓阳：我觉得中国艺术在

每 个 朝 代 留 下 的 优 秀 作 品 全 部

是 写 意 的 。 凡 是 写 实 的 、抽 象

的 、绝 对 抽 象 的 ，都 站 不 住 脚 。

齐白石早年画肖像，那是非常写

实 的 ，齐 白 石 的 时 代 是 有 照 相

机、照 片 的，他 为 什 么 不 把 早 年

的写实绘画拿来登台面，因为他

认 为 那 些 太 幼 稚，“ 不 见 笔 法 不

知画品”。所以历朝历代留下的

优 秀 作 品 全 部 是 有 笔 法 的 大 写

意。近两百年来，西画的介入使

中国的艺术思维、艺术实践受到

了 干 扰，这 是 损 失 最 大 的，尤 其

是全盘学习苏联的 60 年。

问：也 就 是 说 ，写 意 精 神 近

两 百 年 以 来，受 到 干 扰、丧 失 的

比较多？

杨晓阳：写意精神不仅受到

干扰，损失还很重。我们现在重

视写意精神，不是随便为之，是有

基础的，它是一次革命，意义非常

大。重视写意精神，是中国人可

以对西方艺术说“不”，可以说苏

联的东西只能作为我们的一个参

考借鉴，我们不会再去照搬。在

这种形势下，中国拿出什么典型

东 西 给 世 界 看 ？ 那 就 是 中 国 书

法、中国写意画，它们是中国造型

艺术最值得骄傲的、最成功的艺

术典型，是世界艺术的最高峰。

问：从 积 极 意 义 上 看 ，书 法

创 作 成 就 目 前 是 有 发 展 和 成 果

的，作为中国文化精神体现的一

种元素，目前书法的创作不缺乏

想 象 力，但 如 何 深 入 地 发 展，您

怎么看？

杨晓阳：当下的中国书法成

就不高，远远没有达到历朝历代

中 国 书 法 的 高 峰 。 现 在 的 人 在

技 巧 上 根 本 不 能 跟 古 人 比 。 比

如 说 草 书，你 看 怀 素、张 旭 的 用

笔，现 在 谁 能 达 到 ？ 上 个 世 纪，

就像毛泽东、林散之那样的书法

特 色 ，有 几 人 ？ 就 书 法 本 身 来

讲，无 论 你 用 什 么 笔，无 论 你 写

在什么上面，它的工具材料有没

有 扩 展 是 次 要 的 。 对 于 书 法 的

精 神 表 现，我觉得人们的理解上

还有很大的距离。因为我们现在

用铅笔、钢笔写字，用电脑打字，

看起来似乎写字的人口比例有所

扩大，但是对它重视的比例却大

大缩小。由于书法的成就不高，

也直接影响着中国画的发展，所

以不仅书法没有达到历朝历代的

高峰，绘画也没有达到。因为它

丧 失 了 写 意 精 神 ，丧 失 了 高 标

准。而丧失了写意精神，就丧失

了 中 国 特 色；丧 失 了 中 国 特 色，

在 世 界 上 就 不 会 有 地 位 。 不 是

历史没有给我们应该的地位，而

是 我 们 现 在 的 美 术 成 就 在 历 史

上，尚不能够跟前人比肩。

问：这中间是不是应该讲一

个“养”字？

杨晓阳：是的。但这不只是

美 术 家、书 法 家 的 问 题，近 代 经

济落后，中华民族精神两百年来

的萎靡不振，使整个社会形态曾

走到了一个低谷。中华民族曾经

到了最危机的时刻，它的生存、生

命都受到了威胁。在这种精神状

况下，它不可能创造出张扬民族

精神的非常有活力的艺术，所以

说，这是时代的产物，不能怪美术

家这个群体。现在有条件了，中

国经济大发展、民族文化大复兴，

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了凝聚民族

精 神、弘 扬 民 族 艺 术 的 基 础，如

果 我 们 不 去 弘 扬 自 己 民 族 的 优

秀 传 统，对古对今乃至后世都是

无法交待的。

写意之为写意的中国问答
——访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写意中国展”组委会主任杨晓阳

纪连彬 魏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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