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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习版画、油画、国画、

书法，不囿于某一艺术门类，

我认为技法本身也是一种内

容。我的创作愿望：陶瓷板画

要区别于工艺美术陶瓷或其

他的绘画形式，成为一种独特

的、纯粹的艺术形式。

当代艺术最重要的特征

之一是对不同材质语言的探

索，艺术家要创造自己的风

格，必须从材质固有的属性出

发，赋予材质物性以精神“活

力”。陶瓷板画作为文化的一

种形态，除对工艺把握之外，

应注入深刻的艺术精神，彰显

对宇宙、人生的审美态度。

我醉心于陶瓷材料的综

合运用，并善于充分控制烧造

过程对陶瓷板画效果的变化，

追求釉面和颜色的自然合一，

每一幅烧制成功的作品都是

不可复制的唯一存在。在工

具使用上改变传统以毛笔为

单一绘画工具，即便使用毛

笔，也多用狼毫叉毛。为了丰

富陶瓷颜色溶剂，我在创作时

特别注重水和油的交相兼用，

利用油和水相互排斥的特性，

制造溶剂互相渗透的效果。

从油料上讲，一般人画瓷习惯

用樟脑油和乳香油，而我除此

之外有时还使用松节油、煤

油、甘油，甚至豆浆。

作画的过程中，一定要考

虑烧制的效果，对颜色的色度、

浓淡、厚薄都要掌握好。厚了

就流，一烧就溶，会顺着画面

流下来。利用反复画、反复烧

制，创造千差万别的笔触肌理

斑驳的痕迹。我的陶瓷板画

在高温烧制下呈现出质地、硬

度、色泽的复杂变化，在人们

感知心理上对空间、体量、温

度、肌理等方面产生丰富的审

美体验。作品的成熟与否在

于是否灵活运用不同材质的

“活力”和“内涵”，将创作者个

人的思想、情感倾注其中，激发

观赏者相似的感知经验从而

产生共鸣。因此，打动观赏者

的不仅仅是造型和色彩，其实

还包括材质的“活力”。

一直以来，我在思考能不

能结合自己对于书法、国画、

油画、水彩、版画、雕塑等艺术

形式研习的感悟，将其不同特

性与陶瓷板画材质的特点结

合起来，融入现代意识，使陶

瓷板画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

形式。我认为在陶瓷绘画中

融合西方风景画和中国山水

画的造型技法，会成为陶瓷山

水画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文

化现象。古人云“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寄寓于山水是中

国 文 人 一 脉 相 传 的 精 神 归

宿。中国山水画是传统绘画

形式，它的精神性潜含在深邃

的历史文化结构中，山水不只

是客观世界的风景，而是聚合

了中国文人的文化精神。在

中国传统绘画中，我深受黄宾

虹先生的影响，领悟到山水画

非画山水，而是画出画家自己

内心的感受。唯有把自己化

透于大自然，方能理解什么是

“天人合一”，进入石涛所说的

“山水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

山川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

化也”那种物我交融的境界。

几十年来，我探寻陶瓷板

画大山水的形态结构，尝试着

将中国山水画散点透视法与西

方风景一点透视法巧妙汇通在

我的山水结构中，创造一种既

可以舒展观看的灵动视点又具

有画面中心的宏大空间，充分

尊重中西方在不同视觉文化

传统下所形成的阅读方式。在

画面空间结构布局上，我喜欢

追求中国书法流动的气韵；大

的山石形态，我希望营构一种

块面量感，在大气流动中，彰显

一种雕塑般的凝固之美。虚淡

与厚实相依，明亮与幽暗相生，

生涩与圆润互融，在虚与实、明

与暗的对比中，早年我研修版

画的经验对我陶瓷板画的块面

造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我看来，每一次陶瓷板

画创作都是一场心灵的深刻

体验，从客观事物的物象开

始，继而，依循心象导引，在有

意识与无意识的激情涌动下

将精神还原为点划和各种笔

痕肌理，创造出蕴含精神意味

的抽象图式。我把这种近乎

抽象的“图式”称之为“迹”，

“迹”是目之所极之物，更是灵

性感知之“心物”，是深层上的

化一而抱天道的物。这是一

个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完成了灵性的凝聚、意味的倾

入和自我精神的实现。

我在作画时，往往是自由

生发、不断寻找自己想要表现

的东西，在变化中思维，笔顺

心动，因势而为，“因心造境，

以手运心，”不断调整山水气

象的营造图式、点线面体的空

间流向、色彩光泽以及笔触肌

理在视觉构架中的作用，潜入

宇宙亘古之节律，山水地势恒

定之搏动，了悟世间万象之哲

理，以史诗般的语境构筑大美

之气象，让流淌在笔端的形象

越来越接近自己的心境。我

对古人“胸有成竹”的创作观

念和思维方式一直持有异议，

我无法去复制我早已“规划”

好的画面结构，我总是在造物

的过程中不断生发、消解物象

的具体性，凝神观照地捕捉我

内心显现的心象。当笔触摆

脱形的束缚，无比松动自如，

这样就会不断生发起灵性般

的心理意象。以灵性之想象

自由出入其中，这是纯粹东方

精神在技术获得释放后一种

尽情的自由发挥，正如老子

《道德经》所言：“恍兮惚兮，其

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

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艺

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象征，

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情感

的潜流是艺术灵感的源泉，来

自作者特有的文化背景。

我的陶瓷板画所表现的

山水景象以心理原型为皈依，

即以中国绘画精神中的山水图

式为母体，不断探寻与自己心

灵结构相映的视觉图式。在我

的山水图式中，已不局限于客

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简单二分

法，而是将两者融合为一体，其

间注入了我的艺术理念和感知

世界的方式，显现出一种东方

式的哲学智慧。我游览山水是

观照凝聚在山水间的那种内在

东西，将自己放在一个更广阔、

更永恒的角度去思考和反观自

然。如果只看表面，画面内涵

就少了，而且会过度修饰表面

效果。我所画的山水都是宏观

的，没有具体的房子、树木和人

物，因为，笔触间所创造的山

水，那是我心中的山水，山之气

韵和我之精神在笔痕间完全融

合。我不断尝试着创立自己特

有的艺术语言体系。我的陶瓷

板画作品既不是重复传统，也

不是对欧美现实主义的模写，

而是藉陶瓷绘画材质表现的可

能性，进行一种全新的艺术整

合。自然绘画语素与蕴积在画

家气质中的文化本性有一种强

烈的契合，保持这种智慧游戏

对画面处理的快感，以雄浑的

中华民族气派、极富个性化的

艺术语言参与到世界文化的

发展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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