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名片
王林旭，1959年 6月生于山东省平度县，国家有突出贡

献文化艺术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文学博士，国家

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第九届、第十届全

国政协委员，现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民族大学

副校长，中国民族画院院长等职。

王林旭曾先后在国内外学术专刊、报纸、杂志上发表

文章及绘画作品 500 余幅。其作品被国内外美术馆、博物

馆以及多国总统府、首相官邸、联合国总部和国际组织收

藏、陈列达 300 多件。出版《王林旭墨竹画集》、《东方墨竹

画集》、《中国美术史纲》、《中国文化史纲》、《中国画史述》

和《东西方文化艺术比较学》等专著、论文集 10 余部，在国

内外大型画展及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获大奖 30多次。

1995 年创作的大型巨幅画《和平万年》作为联合国成

立 50 周年的纪念作品，被永久收藏、陈列在联合国。1995

年获新加坡国会颁发的“新时代狮城艺术家金奖”，其墨竹

作品《年年繁荣、年年好》被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收藏。

1996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巴黎文化艺术金奖”。1998年获

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奖赏”。1999 年获南非“曼德拉国家独

立艺术金质奖章”。2002年获韩国釜山政府颁发的“美术家

金奖”。2004 年在韩国现代美术馆世界百名艺术家世界和

平美术作品展上，其作品《水墨境界》获金质奖章。2008 年

荣获日中友好会馆授予的“日中文化交流贡献奖”。2008年

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视觉艺术创作，《超象水墨奥运》系列

作品被奥组委场馆部采用，巨幅朱砂材料绘制的《春光和韵

图》被奥组委收藏并陈列在国家体育馆。曾先后在日本、新

加坡、美国、韩国、法国、奥地利、喀麦隆、刚果、巴西、秘鲁、南

非、泰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

区，联合国总部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5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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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以象外 得其寰中
“情系桑梓·王林旭超象艺术作品展”亮相山东美术馆

展览时间：2014年8月29日至9月9日

展览地点：山东美术馆

金韵（国画） 67×67厘米

远眺（国画） 136×68厘米 天恋（国画） 136×68厘米

8 月 29 日，由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山东艺术学院、民族文化宫主办，山东

美术馆、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国家民族画

院承办的“情系桑梓·王林旭超象艺术作

品展”于山东美术馆开幕，共展出王林旭

有代表性的超象艺术作品约 60件。

超象，是王林旭在深入研究东、西方绘

画艺术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一个艺术范

式，起源于 1200 多年前中国学者司徒空提

出的“超以象外，得其寰中”理念，代表了一

种取自具象之外，略去万物形态，追寻生命

本源的艺术表现方式。在艺术语言上，超

象作品蕴涵了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的神韵，

体现出“天人合一”的传统宇宙观，同时融

汇了西方抽象艺术的审美精华，赋予了中

国水墨画光感、量感和体积感，也赋予了当

代世界绘画艺术以新的形式感。

超象艺术的探索历程

王林旭对超象艺术的探索历经 3 个重

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 1981 年到 1990 年的国

内学习时期。他在这段时间里一方面研

究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和特质，另一方面

也学习和体验了林风眠、赵无极、朱德群、

刘国松、吴冠中等华人画家创新水墨艺术

的经验。并思考中国传统美术如何和世

界对话的课题。

第二个时期是 1990 年到 1992 年的赴

日学习时期。他利用在日本东京艺术大

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潜心研学横山大

观、平山郁夫、东山魁夷、加山又造等日本

绘画大师的技法，体味金银粉等材料带来

的审美效果，并开始尝试把东洋的绘画理

念和技法再融回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创作

之中。

第三个时期是 1995 年到 2002 年的欧

美学习时期。当时他受邀在纽约联合国

非政府组织参与“自然与艺术的和平与发

展”事业，并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

亚洲文化中心研学。在此期间，他一方面

和美国的现代艺术家开展广泛交流，另一

方面又利用各种参观考察的机会，感受西

方现代艺术不同流派的绘画特点，借以把

握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绘画的思想脉

搏，并重点研究了毕加索、布拉克、蒙德里

安、米罗、康定斯基、布朗库西、克利、马蒂

斯等西方现代艺术大师的画作特点。与

此同时，他还到现代艺术的发祥地欧洲多

次进行艺术考察，了解艺术的纯粹性及其

本质特征。

在历经这三个研究阶段之后，王林旭

认识到，一种新艺术要立于世界高度，需

要在能够获得世界共鸣的艺术观照下，借

助世界性的艺术语言来完成。至此，他创

建超象艺术的思路和计划已经形成。

王林旭系统地创建了超象艺术的宏

大构架，他认为，超象艺术的本质是超越

物象。当艺术进入革命性的现代主义之

后，关心社会、超越现实，成为了绘画的主

要目标，背离物象的抽象艺术应运而生。

而超象不仅超越了物象，也超越了“印象”

和“抽象”这些源于西方的艺术表现方式，

它是一种既涵盖宇宙本质，又抽取人类本

性的艺术范式。

如果说法国的莫奈表现的是画家的

所见，西班牙的毕加索表现的是画家的所

想，美国的波洛克表现的是画家的所为，

那 么 中 国 的 王 林 旭 则 表 现 的 是 他 的 所

感。他创建的超象艺术是一种不以让人

们“看明白是什么”为主，而是以关注人们

“感受到了什么”为主的艺术。在超象的

艺术观照中，大自然被视为一个具有活力

和情感的生命体，艺术创作的重点不再是

叙述某一种特定的文化，而在于表达画家

对大自然脉动的感觉。这就使超象作品具

有了跨越文化、宗教和国别的普世性审美

特征，成为了沟通各国人民心灵的艺术。

超像艺术的主要特质

在文化精神上，超象艺术表达了人类

对和平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应有关切；在社

会发展上，超象艺术体现了人类在全球化

时代下对未来世界的共同期待。这就使

得这一创新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前瞻性、建

设性和全球分享性。

在艺术语言上，超象作品蕴涵了中国

传统水墨艺术的神韵，体现出“天人合一”

的中国宇宙观，同时融汇了西方抽象艺术

的审美精华，为中国水墨画赋予了光感、

量感和体积感，也为当代世界的绘画艺术

赋予了新的形式感。

在绘画材料上 ，超象作品的创作以宣

纸为载体，在使用水、墨、矿物颜色、金粉、

银粉和铜粉的同时，配合以火山灰、咖啡

粉、花草汁、树浆、翡翠石、南美红土等具有

原生态特征的材料，强调了朴素的绘画美

学，彰显出画家关注大自然的艺术境界。

在绘画技法上，超像艺术突破了传统

的描绘方式，在创作中融入泼、滴、漏、拼

贴等不同的手法。在看似狂放随意的挥

洒之间，融入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感

受，融入了对生态的审视和关爱，也融入

了对未来世界的畅想和期许。

超象作品通过丰富而新颖的色彩组

构和交会方式，让创作者和观看者产生出

“意向的互动”和“感受的分享”，从而引导

人们超越司空见惯的社会图像，在更深层

面上关注自身发展，思索自己赖以生存和

延续的这个世界的现状和未来。从这个

意义上说，超象绘画不仅超越了传统的艺

术手法和审美情趣，还超越了人类在局部

利益驱使下形成的既定价值取向。

超象艺术的世界回响

王林旭追求世界性绘画语言的意愿，

得到了联合国的重视和支持。联合国秘

书长加利在其任职期间，向王林旭提出：

为联合国创作能够让世界都看懂的艺术

品。这个任务在安南继任秘书长时期被

进一步具体化为：用一个面向世界的新艺

术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最高国际组织

赋予的这一文化使命，要求王林旭确立起

自己的艺术阐述对象。

王林旭认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

类面临的气候、环境和生态困境已成为世

界的共同关注。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

已影响到世界能否可持续发展的今天，认

识、重视和保护自然，是全人类的共同利

益所在。于是，他把自己的创新行动定位

在了生态美学领域，把“大自然”确定为创

新艺术的阐述对象。具体地说，他首先要

实现观念的结合，即把中国文化在人与自

然的关系方面的贡献性阐述，转换为人人

可以读懂和接受的世界性理念；再者，他

要实现语言的结合，即借助于具有鲜明自

然属性的新型绘画材料，创造出能融会

“东西方视觉语言”的新型艺术形象和绘

画风格。

目标明确后，王 林 旭 在 世 界 各 地 进

行 了 广 泛 的 自 然 环 境 考 察 。 在 获 得 与

大自然对话的感觉的同时，他还收集了

丰富的，带有更多自然属性的新型绘画

材 料 。 在 思 想 、视 野 、目 标 和 手 段 全 部

具备后，王林旭在 2008 年结束了他的种

种创新实验，正式开始了超象 艺术品的

创作。

2010 年，超象 艺 术 在 北 京 以 作 品 首

展的形式正式对外发布。与此同时，超

象艺术走出国门，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

物 馆 、国 会 图 书 馆 和 各 大 学 多 次 展 出 。

超象艺术的发布效果，和王林旭历次在

国内外举办传统水墨画展迵然不同，它

不仅引起了国内外观众、专家、政要的喜

爱和热议，也得到了国际艺术团体的认

同。联合国对王林旭的艺术创新的成果

给予了高度肯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决定在新装修的联合国大厦中采用超象

艺术作品。

2011 年 12 月，联合国授予王林旭“世

界杰出超象艺术金奖”。

2012 年 6 月，超象艺术被展现在被称

为“世界十字路口”的纽约时代广场的大

屏幕上，王林旭成为第一位在这里亮相的

中国艺术家。

2013 年 4月，联合国为超象作品《互动

的世界》和《共同的家园》举行落成交接仪

式，并决定在联合国总部大厦向世界长期

展示这两幅作品。

2013 年 6 月，王林旭作为全世界唯一

来自绘画艺术领域的代表和唯一来自中

国的主讲人，参加了由联大主席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文化与发展”专

题辩论会并做主题发言。

2013 年 8 月 9 日，第 67 届联大主席耶

雷米奇在北京访问了王林旭艺术工作室，

对超象艺术的生成和发展过程做了进一

步的了解。

2013 年 11 月 9 日，耶雷米奇和联合国

副秘书长盖图专程前往广州参加王林旭

超象艺术展。

耶雷米奇在开幕式上致辞说：“超象

艺术把大自然视为一个具有活力和情感

的生命体，它的重点不在于叙述某一种特

定文化，而是要表达人类对大自然的感情

和态度，正是这一点，使超象具有了跨越

文化、宗教和国别的共享性审美特征，成

为用艺术沟通各国人民心灵的、积极而成

功的一项世界性成果。”

山东美术馆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