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特约撰稿 马学东

与其他当代中国书画相比，

都市水墨由于个性化、趣味化、观

念化更强一些，或多或少地限制

了收藏人群。但都市水墨的“当

代性”也为众多收藏者免去了中

国书画最让人头疼的真伪问题，

极少出现赝品。那么，都市水墨

收藏究竟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呢？

领会笔墨意味

都市水墨虽然融入了时代特

性和崭新的观念，但其基本的绘

画材料，仍然是中国书画的传统

笔墨。笔法的勾、皴、染、点和用

墨的浓、淡、干、湿，其中的意蕴还

是一脉相承的。这就要求收藏者

对传统书画有一定的基础了解，

懂得形式才能深入地了解艺术家

所要表达的内容和附着的观念。

都市水墨是当代艺术的一

种，假如你不能了解不同艺术门

类间的差异和特点，那么在初入

艺术收藏领域的时候就或多或

少会无从选择。一旦产生这种

盲目性的介入，无疑是拖了自己

和艺术收藏界的后腿。

了解都市水墨范畴

都市水墨这一“年轻”的定

义，其实划定的范围并不大，但它

的当代性、个性化的表现手法和

轻松自由的风格，都是符合年轻

一代文化和心理诉求的，在某种

意义上说，也是能够引起新收藏

者共鸣的“时代性”艺术。而收藏

者对都市水墨艺术家们的了解越

深，越能体味他们作品的意蕴，从

而游刃有余地收藏或者投资。

艺术收藏的一个特色就是

收藏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喜

好进行选择，而这就要求新进收

藏者首先要对所要收藏的品类

进行深入了解。都市水墨的艺

术家们，其风格和创作手法都有

自己的独特之处。描摹日常生

活的慵懒的李津、注重心象呈现

某种荒诞的李孝萱等等，其强烈

的个性化色彩并不是每个收藏

者都能欣赏的。

把握水墨市场

不论是哪一种收藏品类，都

有自己独特的市场行情。同一领

域或同一风格流派，不同艺术家

的市场行情也不尽相同。一般来

说，同一流派的主流艺术家相比

从属艺术家而言，其市场行情往

往要好得多。而这一现象在近年

来艺术市场渐渐步入买方市场的

情况下尤为明显。了解都市水墨

的市场行情，要把握相关艺术家

的作品风格和特点，艺术家在画

廊、博览会、拍卖行等的市场表

现，当前其作品的价格区间及在

流派中的地位和艺术价值。

参考专家观点

专家观点实际上是艺术评

论家对某一艺术流派、艺术风格

或艺术家的学术评价。一般来

说，他们的观点由其深厚的知识

素养和长期的专业研究而来，收

藏者可以通过了解专家观点来

辅助自己的决断。不管你同不

同意专家的观点，这都是一种借

鉴和佐证，避免自己走弯路。

（ 作 者 系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AMR C 艺术市场研究中心执行

总监）

都市水墨 收藏必读

专家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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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水墨的发展不单纯是一个艺术形态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社会学、文化学，甚至是意识形

态的问题。如果说 20世纪 80年代的当代水墨强调对传统与既定创作规则的颠覆与反叛，那么，新世纪十年的当

代水墨创作更应重视“重建”所体现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但包含了对西方当代艺术的积极回应，对现代性建设不

同发展路径的重新认识，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的挖掘，而且也在理论上体现为一种建立中国当代水墨价值尺度

与批评话语的自觉。

□□ 特约撰稿 何桂彦

反叛与颠覆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当代水

墨是在反思“文革”、社会的现代化

变革，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展

起来的。虽然这些因素并没有对当

代水墨产生直接的影响，但作为一

股合力，共同营建了当代水墨发展

之初的社会与文化语境。

1979 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中国美协举办了“全国美术作

品展”，也正是在这届展览上，“伤痕

美术”滥觞，并迅速掀起“文革”后第

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艺术思潮。虽然

“伤痕美术”与当代水墨的发展并无

太多联系，但作为改革开放在思想

与文化上的症候，“伤痕”所具有的

批判态度与反思意识对新时期艺术

的复苏，以及艺术家创作观念的改

变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果说“伤痕”的批判是在一

个相对有限的领域展开的话，那

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

在憧憬现代化的变革，以及随之而

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社会批判

的视角逐渐由政治领域转入文化

领域，而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最终

使其衍生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相似，80 年代中

国现代文化的主潮是反传统的。

而且，反传统的力度与思想启蒙互

为张力，而反传统的目的之一就是

“渴望西化”。

反叛与颠覆成为了 80 年代中国

当代水墨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从

实际的创作来看，反叛与颠覆的对

象，及其追求的目标也是不一致的，

大致来看，有两种倾向表现得较为

突出：一种是主张放弃传统水墨的

笔墨程式，通过对西方现代艺术的

学习，建构一种新型的现代风格，这

一脉络的艺术家主要以阎秉会、李

津等为代表；另一种是彻底地摒弃

传统水墨的笔墨语言和表现方法，

甚至力图颠覆传统水墨得以维系的

整个文化与审美结构。例如，谷文

达的《乾坤浮沉》（1985 年），整件作

品基本上是由泼、洗、冲的方法完成

的。对于艺术家而言，放弃用笔，等

于就是放弃了以笔墨为中心的入画

标准和依存于笔墨之上的审美趣

味，对于作品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

惯来说，也是一次挑战。

从西方回归东方

上世纪 90 年代的当代水墨并没

有沿着 80年代所设定的轨迹发展下

去，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当时的社

会文化情境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1992 年以后，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

对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改变产生

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改革的深化

不仅为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兴盛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加速了中国

文化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此时，文化

的分化与重组已在所难免——本土

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和外来

文化进入了一种对抗与互渗、冲突

与砥砺的状态。

从实际的创作情况看，90 年代

的当代水墨远比 80年代多元化。其

中，除了 80 年代的表现性水墨得到

了持续的发展外，有几种发展路径

值得注意：

首先，都市水墨开始大批涌

现。经历了 90 年代的社会转型后，

城市化、都市化已成为中国现代化

变革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尺。当代人

结集于都市，而当代文化的诸多问

题也以都市文化为中心。对于要积

极介入当代文化现实的水墨创作而

言，艺术家就需要关注都市中人的

存在，以及关心人在当代文化中的

生存处境、生命要求和人文倾向。

对都市题材与都市生存状态的关

注，实质也是对 80 年代那种宏大叙

事方法的背离。

其次，观念性水墨有了更进一

步的发展。观念的表达应取决于艺

术家在创作中如何使用水墨材料，

如何在个体的关注点与当代的文化

问题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最终将

艺术表达与文化思考融汇在一起。

比如，在王天德创作的《水墨菜单》

（1996 年）这件作品中，艺术家用浸

染过水墨的宣纸将普通筵席精心地

“托裱”“包裹”，并在包装过的餐具

中，放上一些古体诗集改装而成的

菜单，上面借用了过去皇帝用朱砂

御批的方式，使整个场景看上去符

合中国人的文化习惯。然而，正是

这一陌生化的场景既改变了欣赏者

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也实现了从

“消费食物”到“消费文化”观念的

转换。

再次，抽象水墨异军突起，形成

了蔚为壮观的创作局面。在具体创

作风格上，抽象水墨大致可分为两

大类型：以传统笔墨语言的转化和

自我表现为中心的表现性抽象水墨

（如张羽、阎秉会等）；以语言实验

和形式创新的媒介性抽象水墨（如

杨诘苍、胡又笨等）。从艺术家对

传统水墨的意象表现和书写表现的

继承和发展中，表现性抽象水墨又

可分为意象表现型和书写表现型。

从现代主义美学范畴上看，艺术家

可以通过强化水墨媒介的物性特

征，或者强调符号媒介的文化含

量，在完成水墨语言的形式革命

后，再逐渐将抽象水墨融入当代艺

术的多元语境。因此，媒介性抽象

水墨又可分为材料媒介型和符号媒

介型。

自我身份诉求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当代水墨

创作基本延续了 90 年代的创作方

向，同时，对宏大叙事方式的拒绝与

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诉求已经内化在

艺术家的创作观念中，并呈现出新

的特点。

首先，艺术家立足于全球化的

语境，在本土化与全球化、民族化与

西方化的框架下，重新审视本土文

化的特点，重视当代水墨自身发展

的艺术史逻辑。新世纪以来艺术家

对待传统的态度，更多的是从文化

现代性的角度切入。当代水墨应从

本土文化的视觉资源中去寻觅新的

发展的可能性，重视自身发展的上

下文关系，尤其是艺术家个人创作

脉络的延伸与推进。

其次，艺术家重视个人的创作方

法论。所谓的方法，即要求艺术家在

进行创作实践时，其所采用的表达方

式不仅要有一定的艺术理论作为支

撑，而且要体现为一种独特的、个体

化的艺术风格。方法论的意义并不

取决于艺术家的创作方法要多么特

殊，也不存在技术层面的高低之分，

而是说，这种方法的背后是否承载了

艺术家明确的问题意识，以及对艺术

史叙事方式的自觉认识。

第三，当代水墨呈现出多元的

艺术形态，“跨界”成为了一种普遍

现象。譬如，在张羽的《指印》（2002

年）中，画面没有出现任何明确的个

人图式，只有艺术家手指留下的繁

密的印痕。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

统水墨的创作方式，一方面，艺术家

持续、重复的按压行为赋予了作品

一种过程性；另一方面，无数的指印

呈现出艺术家创作中的一种身体性

表达。问题并不在于此，当《指印》

不以架上绘画的观看方式，而是以

装置的形态进行展出时，既定的当

代水墨的形态边界已经被拓展了。

而且，当艺术家用影像将整个创作

过程记录下来，并予以展示时，那

么，我们是将它看作当代水墨的一

部分呢，还是当作一件独立的影像

作品呢？事实上，对于大部分当代

水墨的作品而言，不同的展示方式，

以及作品与空间、现场的关系都能

丰富或者改变作品的原初意义。

如果将 80年代看作是“颠覆”的

十年，那么，90 年代以来的当代水墨

创作则处于“重建”的阶段。而且，

在笔者看来，经过 30多年的发展，作

为线性演进的当代水墨创作在叙事

方式上已经走向了终结。此时，单

纯的前卫反叛，表面的风格营建、简

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及以

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传统，均

已失去了建设性的意义。对于当代

水墨的发展而言，我们仍需要以传

统为基点，在文化现代性的框架下，

在既有的艺术史的上下文关系中，

拓展作品的言说与表达方式，将作

品的文化诉求与当代文化语境有效

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当代水墨仍

需要建立相对有效的价值评判尺度

和批评话语，因为“重建”不仅体现

在具体的创作领域，也体现在理论

与批评的建构中。

（本文节选自《当代水墨的变迁

与突破》，作者系四川美术学院当代

艺术研究所所长，美术学系副教授，

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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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李冉）

当代水墨 30年 回归母语再出发

评尹毅的中国画

创作与研究
尹毅自上世纪 80 年

代开始探索中国画新材

质新技法，坚持研发新

的水墨艺术语言，追求

独 特 的 画 面 效 果 与 美

感，在锲而不舍的自我

艺术构建中闯出一片新

天地。

敦煌之路
著名中国画家徐君

陶拥有扎实的传统绘画

功底和丰富厚重的人生

阅历，是“新浙派”画风

的艺术典范。在《敦煌

之路》中，徐君陶分享了

多年来国画创作的心得

体会。

谷文达早期水墨作品《山城小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