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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广大而抒真情
——陆耀儒的山水画

看到陆耀儒先生的山水画，我感到

耳目为之一新，也深觉惊喜。中国当

代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蓬勃气象，对

于文化工作者来说是一种最直接的激

励，有许多文化同仁除了尽心尽力搞

好本职工作，还受到文艺创作热潮的

鼓舞，受到具体艺术门类创造成果的

激 发 ，将 自 己 的 理 想 与 热 情 付 诸 实

践。陆耀儒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画家。

他虽未能以绘画为职业，但在志向和

兴趣上长期投注于中国画，在自己的

精神世界里形成了专业的追求。许多

年来，他因酷爱中国画艺术而沉潜入

静，因条件局限而倍加珍惜时间，登入

堂 奥 ，拜 贤 为 师 ，日 渐 积 累 ，抵 达 悟

境。他在水墨山水画上创作颇丰，并

且展现出良好的学术素养，形成自己

的山水画艺术风格。

在我看来，陆耀儒先生的山水画作

有两个鲜明的艺术特点。其一是面向

生活，取得造境。他出生于广西，对广

西的山水自然有着独特的感受，也有着

深切的感怀，虽工作任职于京城，但家

乡家园的山水萦绕于心，也不断抽出时

间踏访登临，在贴近生活的旅途中悉心

观察漓江两岸、桂西山区的山水特征，

从大量的写生稿中归纳经营，从而使笔

下的山水富有自己的视角，不同于已有

的样貌。作品中连绵不断的俊秀奇峰

和可游可居的水畔绿荫结合起来，形成

丰富充实的山水景观，又具备亲切感人

的生活意趣，令人观之犹如身心沉浸，

感受到他凝注于笔端的山水情怀。在

这部分作品中，他以墨色为主，在山峰

的画法上，用笔与用墨浑然一体，经多

次的勾勒和渲染形成浓郁的意韵，峰峦

重叠、峰势蜿蜒，富有层次和节奏，从近

景的田园到远景的峰影，充满了清新和

清润的气息。

其二是纵揽胜景，追求雄强。除了

表现南国家乡山水，陆耀儒先生还遵

循古训，从大山大水的悠游中培养自

己更为宽阔的情怀，增强创作大幅山

水作品的能力。在这部分作品中可以

看到，他从事戏文研究与创作的文学

功底起了作用，犹如把握舞台的空间，

在画幅中营造大的结构，通过峰峦与

云 气 的 组 织 ，形 成 视 觉 的 张 力 ，将 黄

山、泰岳、峡江的巍峨之状与雄浑之象

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在笔墨的技法

上，他注重线条造型，下笔有力，直取

山峰之骨，构筑块垒大势，同时运用浓

郁的青绿色彩，加强画面的色彩浓度，

使作品展现出大山大水的雄强之美，

一如黄钟大吕，透溢出充沛饱满的时

代精神。

20世纪 70年代在长沙西汉轪侯

墓出土的这幅 T形帛画，创作于汉文

帝时期（公元前 179年至公元前 156

年），是迄今发现的汉代最早的绘画

独幅作品。

T 形帛画即“非衣”，俗称“招魂

幡”，标示着墓主人的身份、名氏。T

形帛画纵 205厘米，自上而下描绘天

上、人间、地下的图像。

上方正中画人首蛇身形象，五神

鸟立其左右，左上画金鸟日轮，其下

为龙和扶桑九日，右有蟾蜍、玉兔和

新月，月下绘乘龙飞升之人。蛇身人

像下画乘骑异兽，引铎向上，开启天

门。铎下西豹盘踞门柱，大司命二神

拱卫门侧，以示天门九重之象。中段

画人间世界，华盖与翼鸟之下，是一

年老贵夫人的侧面像，她似在拄杖缓

行，前有两人跪迎，后有三个侍女随

从。人物两侧是两条穿璧相环的巨

龙，正抬着墓主人升天。玉璧上系着

分飘左右的彩帛帐幔和大块玉璜。

玉璜下面画着摆列鼎、壶和成叠耳

杯，两侧共有 7 人或坐或立，大约是

表示祭祀墓主的供筵。帛画的下段

是地下景象，主要是画一裸体力士双

手擎托着象征大地的木板，他站在两

条交错的巨鱼上面，周围分别画着长

蛇、大龟、猫头鹰等。

帛画的主题是表示招魂升天的

意思。这幅帛画的重要特点是内容

极为丰富，从天界到人间、到地下，从

现实到幻想，从人、神、飞禽、走兽到

日、月、云、树等；有神话故事，有现实

生活，有想象，有写实。绘者运用丰

富多样的表现手法，把繁杂的事物形

象，描绘得既生动得体又协调自然。

在构图上，巧妙利用有横有竖的 T形

式样，使各部分内容构成一个有机的

整体，于错综复杂中见出疏密变化和

节奏韵律。

线条仍然是画作的基本造型手

段，劲秀流畅，描绘精巧，粗细变化中

凸显韵致。着色方法主要是勾线后

平涂，部分使用了渲染。色彩的处

理，以朱红、土红、暖褐为基调，再配

以石青、藤黄、白粉等，对比强烈，华

富绚烂，产生出一种诡异、华丽、热烈

的视觉效果，的确显示出了汉初绘画

水平的高超。

长沙在秦汉前属楚国。楚文化

在春秋战国时是与北方质朴的周秦

文化相对应而自成一体的地域文

化。所谓“长江凤”“黄河龙”便是对

这两种文化形态的形象表述。

这幅 T 形帛画绘制人的灵魂与

神鸟、飞龙同处一个空间的情景，无

疑是一种超现实的想象，是在宣谕绘

画与神话的天然联系。同时，也印证

着完整意义上的南北文化的融合与

统一。当然，至于绘画艺术精神之独

立，还有待于晋、唐、宋、元以后的一

次次思想解放和历代艺术家对绘画

语言独立价值的探索和创造。

华富绚烂的 T 形帛画
刘传铭

一般来说艺术家有两种类型，一种

是思考探索型的，另一种是技巧唯美型

的，这是依据其创作倾向的大致分类。

例如我们现在讨论的版画家陈琦，读他近

20多年的作品，便可以明确无讹地说，他

主要是思考探索型的艺术家。他在一篇

文章中说，早在他 2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

接触现代绘画不久，“心中慢慢萌生出一

个疑团：绘画是什么？我为什么绘画？”而

且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命题别人无法

帮你，必须由自己来解答。”从此，他开始

“沉静下来倾听自己的心声，并将这种心

声幻化为胸中的意象，再通过画面呈现

出来”（见陈琦：《生命的清供》）。

陈琦善于思考，在艺术上坚持尊重

自己的感受，敢于质疑约定俗成的“规

范”，有一种难得的叛逆精神。从传统

水印木刻走来的他，通过反复试验和探

索，认定自己应该寻找新的表现途径，

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并以此推动这门

艺术适应当今社会的变革，使其走在人

们审美观念和趣味的前面。陈琦大胆

地与水印木刻创作的一般模式背道而

驰，他以纯素墨作为基色而少用色彩，

更不是主要通过刀法的变化去塑造画

面形象，也不运用水的晕化彰显水印的

韵味。他运用多层分版叠印展示造型

和层次变化的方法，以凸现水与色渐变

的透明度、秩序感，使其更具有艺术表

现的丰富性。自 80年代末以来，陈琦创

作的木版水印如《桌》、《古琴》、《扇》、

《二十四节气》、《荷之连作》、《阐释存

在》、《梦蝶》、《时间简谱》、《水》等系列

作品，形式语言单纯而丰富，宁静而富

于激情，艺术品格纯正，具有丰富的文

化内涵。这些作品不是简单地呈现客

体物象的外貌，而是将它们转化为心中

幻觉的形象，在呈现带有陌生性美感的

同时，传情达意，激发人们欣赏的兴趣，

提升人们的审美情操，加深人们对艺术

和生命的体验与认识。这表明，在陈琦

的艺术创造中，水印木刻这门传统艺术

形式从原有版画的小格局走了出来，获

得一种现代的审美视觉方式。这不仅

表现在作品的尺幅扩大了，画面上的物

象大于实物的数倍，给观众以强烈的视

觉冲击力和心灵的感染力；更表现在素

墨的浓淡变化揭示出心象世界丰富微

妙的变化，使观者在欣赏过程中产生丰

富的联想。

陈琦的艺术带有强烈的观念性，他

在描写的常见事物中发掘其背后的文

化含义，以小寓大，寄托他的社会理想

和阐释传统的文化观念。不同于一般

重视观念、忽视技巧和手艺的画家，他

把观念融会在技巧和手艺中。他不厌

其烦地操作一道道繁复的多层分版叠

印工序，求得水印木刻技巧和工艺的

完善。他深知，版画艺术的魅力在于

特有的手艺和工序揭示客观世界的内

美和作者的心灵世界，艺术家只有不断

地积累生活体验和丰富自己的艺术修

养，方能在这一领域施展自己的才能和

智慧。

开新局 放异彩
——陈琦的水印木刻艺术

邵大箴

由波兰马里乌什·卡扎纳基金会和波兰领事馆

联合推出的“超出图像：马里乌什·卡扎纳基金会收

藏艺术品展”不久前在广东美术馆、深圳关山月美术

馆和北京时代美术馆展出，引起了艺术爱好者和媒

体的广泛关注。马里乌什·卡扎纳基金会是为纪念

已故波兰外交部长、外交协议主任马里乌什·卡扎纳

而成立的。卡扎纳认为，艺术是外交中一个重要的

支撑元素，通过艺术交流，可以推广波兰文化、促进

波兰当代艺术的发展。本次展览展出了波兰 17位当

代艺术家的代表作品，为观众了解波兰当代艺术提

供了可贵的契机。此外，这些艺术品大部分与中国

历史悠久的版画有着奇妙的相似。

“超出图像”意味着跨地域、跨文化，超出理性、

超越传统。这是一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

在创作形式上，艺术家将抽象思维转化成具象图像，

或将平面艺术融入以人为主体的媒介。艺术家既借

助图像，又在图像之外架构起更为丰富的表现形态，

创作出符号化、图案化、充满神秘感的艺术作品。

本次参展的艺术品既有传统版画如铜版雕刻、

油毡版雕刻，也有结合了现代数字技术的版画雕刻

作品，还有结合了现代多媒体和数字动画制作的影

像作品。

赫瑞斯·诺维茨基采用的就是传统的耗时费力的

铜版雕刻，形式的多样化是其一大亮点。这项几乎被

遗忘的技术发明于 17世纪，它能产生独一无二的天鹅

绒黑色，因而被称为“黑色艺术”。同时，通过深邃的

黑色色调，创造出由黑至白的柔和基调变化和精致的

造型。从诺维茨基本次参展作品《决策》，我们可以欣

赏到铜版雕刻的精美，画面上木门的斑驳肌理和树木

的纤弱枝条都表现得细致入微，在作品中我们还能欣

赏到铜版画对复杂背景的多层次表现。

有多位参展艺术家的作品属于油毡浮雕版画。

这是一种传统的凸版印刷。油毡板比木板易于雕刻，

它没有木板的方向纹理，容易获得一些特定的艺术效

果。制作油毡浮雕需要耐心谦和的脾性，艺术家精雕

细琢地将自己的构想通过微小的亮点逐渐展现在黑

色的油毡矩阵中。我们可以在克日什托夫·施曼瑙维

之的《纪念品》系列、斯塔尼斯瓦夫·巴乌德嘎的《空

间，我的宇宙》系列作品中欣赏到油毡版画对细节的

丰富呈现。

展览中还有利用数码摄影、数字打印、动画制

作等现代技术手段制作的作品，如巴勒巴拉·卡茨

拍勒柴可的《拥挤-伦敦》、纳塔丽娅·娄马纽克的

《人类，假装是人类》、皮特·斯矛勒尼茨基的《记录

时间》等。另外还有克日什托夫·吉葳勒斯基的《巴

比伦》和克萨葳勒·卡立斯基的《来往函件》等影像

动画作品，艺术家对传统和现代的融合和跨越充满

了创意。

流连展场，我们除了感叹艺术家技艺精湛之外，

还领略到艺术家对当代社会的关注，和对美丽、和

谐、有序世界的追求。

超出图像
——波兰当代艺术家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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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简谱·最初的书（手制书） 42×30×0.5厘米 2010年 陈琦

巴比伦（数字动画 DVD） 克日什托夫·吉葳勒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