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讨会综述

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杨晓阳几十年的艺术道路，留下了他的足迹和创作的大批

作品，的确让我感动。展览从他的艺术创作历程中提炼出今天

重要的文化课题“丝绸之路”，非常有价值，可以在文化事业、文

化战略意识上来思考中国美术应有的时代取向。

杨晓阳年轻时虽然接受的是学院教育，但一路走来，他的

视野不断开阔，文化胸怀越来越宽广，对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所

形成的文化意识非常高远和清晰。所以他的作品是融合的产

物，把丝绸之路上的彩墨、线描、个体的塑造和整体空间的灵动

都结合起来，使他的作品体现出驾驭全局的气势，其作品的宏观之势、微观之象，都是

他风格的重要体现。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

杨晓阳原本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人，丝路文化的文脉和基因

塑造了他。

此次展览分 4个部分，首先我高度肯定他的速写作品。对

于“主题创作”，杨晓阳原本可以沿着《黄河的歌》再上一个台

阶，但他不满足于接近刘文西的画风，试图突围，因此出现了第

三类作品“重彩壁画”，这些壁画渐远水墨，是装饰性的大铺

排。其中《生命之歌》和《丝绸之路》，已经以其线描的装饰性和

色调的单纯性渐渐摆脱了写实造型的约束，彰显出杨晓阳驾驭

大尺幅创作和色调的才能。我认为他的“水墨写意”分两类，水墨泼写和水墨装饰。他

的四句话——“顽石之形，老玉之质，古陶之品，陈茶之味”是他对审美理想非常生动的

描述。

张晓凌（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主持人）

我个人以为这次研讨会有三个关键词：“从写实到写意”

“丝绸之路”和“知识分子艺术家”。“从写实到写意”不仅意味着

杨晓阳在学理上的转变与艺术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它也象征

着近 30年来中国画的历史性转向，进一步讲，它还大体描绘出

中国当代美术价值取向演进的轨迹。其中所蕴含的是民族文

化的自觉，所隐喻的是国家与民族的成长，“从写实到写意”的

价值正在于此。

同时，对晓阳来说，丝绸之路就是他的全部，他 30年来的

创作都是围绕“丝绸之路”题材展开的，这也是本次展览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原因所

在。在晓阳的创作道路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种题材，还是一种信仰。另一方面，晓

阳近年来关于大写意理论的思考、关于中国美术发展战略的思考，鲜明地体现出一个

知识分子艺术家所具有的文化视野与责任担当。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杨晓阳从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就开始提倡“大写意”，他的

绘画创作大致可分为 4 个阶段：写实、大写实、写意、大写意。

其早期的创作主要是以写实绘画表现现实生活，这次我看了

《大河之源》组画特别欣赏。杨晓阳当时受到学院写实绘画和

黄土画派的影响，重视生活体验教育，他的写实造型特别是写

生速写的训练，使他终身受益。我形容杨晓阳的创作，从写实

到写意，先是作茧自缚，然后破茧而出。写意是写实之“破”，但

写实的“茧”是写意“破”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茧，无从破

茧；如果只有茧，就没有生命力，这就是写实与写意的辩证关系。杨晓阳从写实训练入

手，逐渐走向大写实、写意、大写意，他越来越脱离了写实规范的束缚，获得了写意表现

的自由，才达到今天这种境界。

李松（北京大学教授）

我觉得 写 实 、写意没有高低之分。杨晓阳在这两者之

间游荡，他的创作经历并不是从低级到高级的阶段变化，

他赋予自己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试图做一个集

大成者，从各个方面来体会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的方方

面面都纳入到自己笔下。这个任务必定耗时长久，但这

30 年来杨晓阳的艺术给我们展示了他的定力。

尚辉（《美术》杂志执行主编）

杨晓阳的简笔大写意艺术对当代艺术创作有三点重要启

示：第一，写意要写心中之意，“意”并不仅是个人的遭际，还有

创作者对历史的追溯，表达澄怀观道的历史情怀，这才能够特

别地雄劲、恢弘。第二，不要沉溺于中西结合的“写实造型+水墨

写意”的单一创作模式上，中国画实际上难以突破这种简单粗暴

的二合一创作方法论。其简笔大写意在重新构置人物形象方面

很值得我们研究。第三，我们对写意的理解往往局限于当代人

对书法的理解，实际上汉唐的书法是我们在学习大写意中不

能忽视的重要资源。

高天民（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理论院常务副院长）

今天的发言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杨晓阳的艺术讨论，

二是由第一个问题引申出的中国美术现状以及它的未来。“从

写实到写意”是从当下艺术现实提出的，这不仅仅是杨晓阳艺术

道路的展现，也是其从写实到写意的发展。这其中并有没有高

低之分，是见仁见智的，所以这既是杨晓阳艺术现象问题，也是

一个纯理论问题。另一方面，这个观念的提出具有对以前中国

美术追随西方艺术，并在西方艺术的笼罩之下失去了自我判断

的这样一种现象的反驳，而恰恰是这个问题的提出让我们思考

今天中国美术向何处去？什么是中国美术精神？什么是中华文化精神？我觉得这是大

家应该思索的。此外，关于杨晓阳对美术理论的建构问题仍需要更深入地讨论。

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

杨晓阳写生作品线条的结构性非常强，不管是早期的训

练，还是后来的创作，线的问题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表现领

域。我觉得杨晓阳的绘画有一种坚守，这可能跟西安的地理位

置及历史文化有关系，有一种古典的意味。由线的问题想到

骨，风骨始终贯穿在他用线的笔道精神里。他的画有两个“大”

字，大量的书写和大幅的创作。不断的生产过程、不断的话语

的产生过程，成为一种话语方式，不断在积聚一种语言的能量。

语言要素跟创作有关时，就形成编纂问题。他的大型创作，从

个别形象生发，把不同的意象在一个画面上贯穿起来，这是一种编纂的方式，线本身就

很适合于讲述，不仅仅是故事主题的设定，还是形式的不断展开。

邓平祥（美术评论家）

首先，杨晓阳的创作对写实是一种超越，他以写意为主、写

实为辅的艺术方式，也合乎艺学。其次，杨晓阳的艺术有一种

深厚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给他带来形式和内容的双重深度，

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再次，他的写意有两点

要充分肯定：一是他的写意精神没有丢掉对真实存在的信仰，

二是这种写意没有消解感性价值，因为艺术是在感性中表现真

理的，这一点很重要。

牛宏宝（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文字、哲学、雕塑都涉及一个民族在他自身的历史中如何

去呈现他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呈现方式涉及他们关

于真、信仰、民族存在的认识方式和表述方式，我觉得可以从

这个意义上来认识杨晓阳的画作及理论中所说的大写意精

神。他的大写意是带着时代性的课题出现的，画面中的史诗

性叙事传达出一种精神性的历史，把个体的精神提升到民族

普遍道路的思考上来，把个体的经历衍变成一种具有纪念碑

式的造型语言。杨晓阳的绘画已经到了某种成熟的地步，但

还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转化的。

关于杨晓阳的绘画语言问题，他的线条有很多部分是吸收了汉唐的雕刻，他捕捉

朴实，线条当中有雕塑感。中国线条的属性在当代的发展会出现什么变化呢，这正是

我所期待的。

徐虹（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写实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技巧，它更是一

种精神、思想，是一种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把握，这和中国的写

意是一样的，是两种不同的把握视野的方式。真正的写实精神

我们还没有完全悟到，这个悟确实要像杨晓阳一样，达到

“无”——无我，放开胸怀，真诚地去拥抱一种文化，在这个过程

中才会重生，才会“有”。杨晓阳的“意”有一种民间的审美趣

味，这样的“意”是原始、活泼、不受限制的，而且有强烈的草根

生命力。这和他的大写意有关，他的“大”是将民间的活泼生命

力和对文化历史的想象这样一种宏伟场景结合起来，所以他的写意不是一种装饰的

美，而是带有一种苦涩的、历史叙事的宏大愿景。

刘悦笛（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杨晓阳的艺术特色，一是现实主义的写意化，二是笔墨语

言的雕塑化，三是文化意象的交融化。首先，意为何物是核心

问题。杨晓阳提出了“形、神、道、教、无”，“无法之法”指绘画

创作的方法论，“大象无形”指造型论，“有无相生”指我们追求

的绘画境界。也许我们可以推出一个“写意—写实主义”画

派，把它推向世界，以杨晓阳为首的一批中国画家，能够在全

球化的语境当中呈现当代中国画的面貌。其次是笔墨雕塑

化。我在杨晓阳作品中更多看到的是以雕入笔，笔墨语言当

中的石雕感恰恰是中国式的三维取向。再者，杨晓阳的艺术体现了中国绘画美学的

大气表达。大写意是一种境界，正是我们所谓的大美为真、大美即真。

张惠明（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

杨晓阳是一位具有人文主义精神和情怀的艺术家，他的

作品表现了其对不同文化间如何沟通的关注和思考。杨晓阳

的整个丝绸之路系列作品中有两个文化元素，一是海洋，代表

西方文化，一是黄土地，代表以黄河为中心的华夏文明。

1986年，他创作的《丝绸之路》长卷是其对华夏文明的思

考，画面中有嫦娥、玉兔等中国传统神话符号，杨晓阳之所以

把这些元素提炼到作品中，与他年轻时期的生活环境、文化传

统有关。1993年，中国知识分子对了解西方文化抱有很高的

热情，杨晓阳创作的《从长安到罗马》系列作品，以圣母、天使、教堂、船帆等地中海文

明、基督教文明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来象征西洋文化，反映了一个艺术家对外来文化的

高度关注。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杨晓阳作品要不不露面，一露面就是大奇迹。实际上，写实

和写意这个问题争议很大，路子也非常广阔，杨晓阳写的《十论大

写意》这个题目值得永远讨论下去。我觉得杨晓阳的艺术面貌是

独特的，但仅面貌与别人不一样，这并不一定是位好艺术家，这个

面貌必须对艺术有共同的要求、共同的规范。从艺术规范的角度

来要求，杨晓阳也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的。中国艺术当前主要的

问题是太接近现实，缺乏想象力、幻境和创造性。幻境中的现实，

我认为这是艺术的本质，杨晓阳抓住了这一点。

阮荣春（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

杨晓阳的绘画经历了写实和大写意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

作品如《黄河的歌》《大河之源》《丝绸之路》《黄土地》均是精品

力作，并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出他写实

绘画的功力，又有明显的创新意识，似乎在寻找一条适合自己

的中西结合的创作道路。在本世纪初，杨晓阳由写实转向了大

写意，锐意变法。我认为杨晓阳的求新图变，从求新转变为对

“意”的追求这一抉择是正确的。从其大量作品可以看到，他的

大写意人物无论是群像还是单个造像，基本上都是以顽石的造

型表现，只是组合的形式和造型手法不同。我认为，杨晓阳这种顽石大写意的表现形

式是当代大写意人物画的一大创举。

杨晓阳（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我自己也经常思考理论问题，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

有革命的行动，没有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没有中国文艺的今天，

没有习主席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中国的美术市场和

经济、政治混在一起就没有明确的方向，所以理论非常重要。我

们画这么多作品，为什么还画不好？我个人认为是理论不清晰、

不超前、没有创意。中国美术的理论若不能引领世界，那美术创

作要赶上世界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个认识，大家就只能是重复画

画，难有变化。所以，我尊重理论，尊重理论家。

当下我们国力强盛，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不断提高，但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美术还没有较大的提高，我作为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作为一名画家感觉到责任

重大，希望用各种办法和努力，能够推动中国美术向高峰迈进，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陈池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我认为杨晓阳的第一阶段即上世纪80年代那一批作品很

好，改革开放初期，还存在写实主义的影响，所以他当时的审美

都与此有关。第二阶段的作品是装饰性的，平面感比较强，尤其

是壁画，形式感很强，而且有象征性，不完全是写实。有半抽象，

或者说有意象、想象。第三个阶段，就是他大写意的回归阶段，

这一时期的作品回归到黑白上来，就是王维所说“水墨最为上”，

老子曰“黑白乃天下事”，黑白两种颜色是天下的最根本的形式，

说明杨晓阳是经过哲学思考的，所以他也很重视理论思考。杨

晓阳提出“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并提出中国画的五种境界，他认为这既可以作为衡

量艺术创作的标准，也可以作为艺术批评的标准。

王志纯（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杨晓阳对当代中国美术的贡献，正在于他的全面性。他既

是美术界杰出的领导者，又是“大美为真的写意精神”的研究者

和倡导者，还是大写意艺术创作的实践者。贾平凹说“杨晓阳

的人和画都是难以言说、不可思议的”，我也有同感。杨晓阳的

理论主张与艺术实践是相互印证的，他就是他所倡导的大写意

艺术的最典型的实践者。他的写意艺术植根于写实艺术，他的

画面从写实到写意、从繁到简，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是一

个提炼“线条”的过程。这种演变过程，更多地显示出东方特

色。杨晓阳“形、神、道、教、无”的“五字箴言”，高屋建瓴，具有难以释读的哲学意味，他

的大写意理论具有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相当的理论深度，对于当代美术创作的理论构建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我觉得杨晓阳有几点个性，一是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大漠的

气概、长河的情怀。二是追求，杨晓阳是位有追求的画家，这个追

求的基础和动力就是他的思想、思考。三是变革，在他的追求推

动下，他由原来很写实的语言演变成一种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

就是他后来画的这些作品，简练的、淡淡的，以他特有的方式表现

出来的人物形象，这种形象就是我曾经对中国画的总结。他这种

变革使他的艺术上了一个新台阶，离艺术的真谛又近了一步，这

是他的成就，他所展示给我们的心路历程是很有意义的。

牛克诚（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

对杨晓阳的作品，我想表达两点：一是民间美术的启

示。杨晓阳一直生活在民间美术的环境和氛围中，与民间艺

术共生共长。所以民间美术的精神、造型原则以及想象力

等在杨晓阳身上很自然地表现出来，所以我把他的作品定

义为民间美术的笔墨画。除了民间美术造型上的夸张、变

形、简洁、提炼，追寻笔墨趣味或者笔墨自身的语言逻辑，

在其写意人物画上也充分体现出来，这也是我们从他的作

品中能够看到在民间美术之外的一种雅化的层面。二是文

化感召。杨晓阳自幼阅读古代文化经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特别深刻的感悟，

他是一个理论和创作并行的艺术家。他的理论思维始终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中华文

化的自觉。

刘龙庭（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

“形、神、道、教、无”理论是杨晓阳这 30年来艺术的结晶，

今天看了他的画，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杨晓阳的人物画重视形神刻画，提出“以神写形”要高于“以形

写神”，认为从道、教、无上升到哲学的层次。关于道，我是不太

懂。但是艺术叫艺道，画家叫画道。王维的《山水决》说“夫画

道之中，水墨最为上”。杨晓阳在中国国家画院办培训班提出

“器道并用、一人一品”的教学理念，器是物质的，道是抽象的。

《历代名画记》序中有“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历史上，绘画

一直具备教化作用。最后一个“无”，石涛说“无法之法乃为至法”，我才意识到杨晓阳

这几个字原来是挺有根据的。

任道斌（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杨晓阳的画展我用8个字来形容：大气、浪漫、朴实、丰富。他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有字之书、无字之书都读得津津有味、有声有

色，他的艺术是厚积薄发，深入虚处，以神摄形，粗犷大气，以拙胜

巧，幽默风趣，自成一格，呼之欲出，舒心畅神。真是画如其人！

杨晓阳是性情中人，作为国家画院的领导、有信仰的艺术

家，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我写了一段评论：作品线条

富有惊世之趣，造型洋溢黄土高原的憨厚之态，笔墨透露厚积薄

发的直率之韵，构图颇得简洁明快的爽力之感，意境甚多雄强豪

放的浪漫之情，写出了草根阶层的吃苦耐劳与乐天知命，道出了劳动人民的热爱乡土与平

凡伟大。画家与时俱进，勇于担当，扎根土地，服务人民，既观赏父老乡亲那充满泥土气息

的善良淳朴形象，又传达了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厚德载物大美不言的内涵之美，颂扬了

丝路文明的务实精神与无为自信，生趣盎然。

赵力忠（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作为一位功成名就的画家，杨晓阳能够把他的速写和写生

拿出来，与他重要的主题性创作同等看待，值得一谈。杨晓阳

早期的速写还保留了刘文西那样的写实手法；从1995年起，其

速写风格手法有了变化，开始出现浑圆、厚实的形象，有了自家

面貌；到了 2012年，他的速写又变，线条不紧了、松快了，平添

了几分潇洒；2014年，他的速写突出了创作意识。叶浅予先生

曾提到速写可以提高创作想象力。我在看杨晓阳速写的时候，

马上想到叶浅予的文章，他在创作中不断突破自我，与叶浅予

所说的这四种能力不谋而合。

展览现场 中新社发 王保胜摄 开幕式现场 中新社发 王保胜摄 研讨会现场

丝绸之路——从写实到写意 杨晓阳美术作品展

每位成功的艺术家都在追求自己的境界。所谓“境界”，就

要形成自己的东西，但自己的东西还要比别人高，这才是境

界。我认为中国画有五种境界：一曰形，二曰神，三曰道，四曰

教，五曰无。

一曰形：形是造型艺术的基础，没有形作为载体，造型艺术

一切都无从谈起，什么样的形即反映什么样的意。意、象、观

念、形式、构思、方法、内容、精神、品位、格调等等，无一不是从

形开始，靠形体现，依赖于形，所谓“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而

形有自然之形，眼中之形，心中之形，画中之形，画外之形。画

外之形谓之象，象大于形，“大象无形”，大象之形并非无形，而

是无常形也。

二曰神：神为形所表现的重要任务之一，所谓形俱神生，两

百年来以至当下，国人利用西法之透视、解剖、光学、物理手段，

以形写神颇为简单，具备基本方法在像的范畴内快速练就写实

方法，更有甚者利用照相方法，写实自然，真正是“形神兼备”。

然而以自然之形的临摹所体现对象之神为初学者，眼目物理感

受而已，以形写神，中西无异。而以敏感于对象之元神，直追摄

魂之神，遗貌取神，得鱼忘筌，以神写形则更高一筹，非一般能

及也。但此又仅为我国画之初步，并无境界可谈——形神论

者，小儿科也。

三曰道：道为一切事物之本源。国画之道重在舍其形似，

舍其表象，而求其本质、求其本源，天地有大道，人生亦有道。

绘画之道有其规律，谓之画道。道是一个范畴，作为名词可视

为本质规律，亦可作为动词，即在道上、在途中，是途径、门径，

所谓众妙之门。道，玄之又玄，需要我们抛弃表象的形与神，向

纵深探索，只有舍弃表象才有可能进入“众妙之门”，停留在“形

神”的表象描绘是很不够的，超越“形神论”才有可能进入“玄之

又玄”的“众妙之门”，道是中西画终极目标的初级分水岭。

四曰教：教是求道者在探索的过程中不同体验的不同总

结，不同说法，不同学说耳。道，玄之又玄，不可说，不可说，一

说即错，这是哲学的负责任的态度，而艺术家是感性的、即兴

的，随时要表达主体的不同感受，个体对道的不同感受理解，诉

诸艺术，即产生不同的说法，真诚的心理感受的抒发即产生不

同的学说谓之教，发挥表达出来以施教于世，亦谓之教也。

五曰无：无即艺无止境，艺海无涯，无法之法，大象无形，有

无相生，无中生有……无是随时发生发展于有生命的事物变化

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现象和环节，事物只有不断地进入无的境

界才有可能无中生有、生生不息，否则就要窒息死亡而无法循

环，无法进入无就无法进入有，有了无，艺术的发展才能推陈出

新，这就是中国的从无法到有法，从有法再进入无法的无法境

界。无法既是突破，又是自由，是选择的多种可能的空间地带。

我们应该超越形神论，通过自己的形神兼备，追求自己的

道、教境界，当下的浮躁是艺术缺乏道、教的自觉，需要深层思

考、深度挖掘。道、教是超象、超形、超色、超时代、超画种、超材

料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不断进入“无”的文化自觉，超越形神

才有可能。

“形、神、道、教、无”五境界是作为入道的必然之路，只有进

入“道”“教”和“无”的境界，方可指向中国艺术的终极境界“大

美为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然“道”为“器”之师，“器”为“道”所

使，需“器道并重”“器道并行”，方可由“器”进“道”，化育入心，

力戒浮躁，进入“一人一品”，容天地于我心，顺天地而行事，大

写意的终极追求莫过于此。

写意不仅是一切艺术的目的，更是一切艺术的最高目标，

也是一切艺术高低的评判标准。具有目的——目标——标准

的内在逻辑性，而且继之以不断地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代代承

传以至“无极”。只有天地人合一，真善美合一，“充实之谓美，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只有大美，才能归本真，中国美术才能

生生不息。

画境：
形、神、道、教、无

杨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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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火（国画）360×3150厘米 2016年 杨晓阳

10 月 29 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美术馆主办，中国国家画院创研

部、艺术交流中心、艺术信息中心、北京风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大唐西市文化产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协办的“丝绸之路——从写实到写意 杨晓阳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

馆开幕。开幕式由中国美协副主席、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主持。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左中一，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

长、中国画学会会长龙瑞，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陕西省美术家协会

主席王西京等分别致辞。

此次展览是杨晓阳坚持“丝绸之路”主题创作多年来的专题展，分为 4个单元，展出了

其丝绸之路题材作品 350 件，包括速写/写生 260 件、主题创作 20 件、重彩画 30 件、水墨画

40件，作品多角度阐释了丝绸之路的文化意涵，展现了他严肃、认真的探索精神，坚实、全

面的绘画功力。其艺术创作经历的多次转变，透过作品得到了最佳映现。值得一提的

是，美术馆中央圆厅展出的 31米水墨长卷《社火》，是他 2016年的新作，描绘的是甘肃传统

社火的盛况。这幅作品问世前，构思勾勒的黑白稿、草图、线描稿一共有 11 稿，且每一幅

都比较完整，此次展览上，也有部分手稿展出。

开幕当天，针对杨晓阳的艺术创作，20 余位美术理论家、美术家围绕“大写意”“丝绸

之路”“知识分子艺术家”等关键词进行了深入讨论。

（文字整理：月东、张婷婷、高凡丁,摄影：盛鸣、武广宇）

丝绸之路（国画）200×1000厘米 2013年 杨晓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