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20 日，“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的“合：

融汇与变通”单元展将在武汉美术馆拉开帷幕。“合”由中

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担任策展人，展出边凯、

冰逸、蔡广斌、杜觉民、杭春晖、侯拙吾、黄敏、姬子、贾又

福、姜吉安、金泽友那（日）、李广明、李惠昌、刘庆和、吕云

所、马军、秋麦（美）、丘挺、申暎浩（韩）、瓦伦西亚（西）、王

川、王满晟、王晓辉、杨诘苍、伊瑞（捷克）、张洪、张培林、

张羽、周韶华、朱岚等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

王春辰表示：“‘合’的当代文化姿态，是宏阔与昂扬

的，它对水墨的要求和把握以其历史脉系为核心，以作为

艺术家的抱负来回应和接受时代的挑战。最终，在艺术

史的书写上，它是水墨的，它证明的是水墨的耐力和魅

力，它的生与死不在于时间的年轮，而是一代又一代为之

努力并以其安身立命的人的所作所为。任何言语的论证

都无以自证水墨是否兴盛或衰竭,而实践者须以全部的身

心来践行水墨的所有可能性及神秘性。应该说，在今天

的文化语境里，所有的艺术都在提出可能性问题，都在应

对时代挑战，不唯水墨独有。故此，‘合’是新时代的趋

向，合一切文化艺术智慧来践行我们的生命价值和意

义。以此，中国应合世界大势，而艺术以及水墨必合历史

求发展求融汇大势。”

合：融汇与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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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笔墨—“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探讨中国画发展
6月 23日至 12月 3日，由武汉美术馆主办的“墨攻——首

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在武汉美术馆举办，共涵盖“启：中国绘

画的思想与笔墨”“承：以书入画的承上启下（苦铁金石、亘贯

书画——吴昌硕作品展）”“转：笔墨与都市”“合：融汇与变

通”4 个单元展，“积墨成章：武汉美术馆馆藏湖北水墨作品

展”“历史的视角：‘大河寻源’文献展”两个平行展，以及“中

国水墨画的脉系及思想之辨”论坛和相关公教活动，整个双

年展历时近半年之久。“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的主题和任务

是重新开启讨论与反思中国水墨艺术实践的契机，对不同现

象进行梳理和研究，重新呈现水墨自身的本体论意义。日

前，记者专访了双年展总策展人之一、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

以期对水墨艺术及此次双年展进一步展开探讨。

以“墨攻”寻求中国画破局之法

近年来，在国际范围内艺术界与社会机构就“如何举办

双年展”不断进行反思和讨论，对双年展展览机制本身也出

现了各种争论。“双年展”本是时间概念，即意大利语“每隔一

年”之意，最早的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诞生于 1895 年，至今

已有百余年历史。而经过百余年发展，双年展机制也逐渐形

成了一套自我运行的固定模式，但这种模式既有自身的优

点，也被诟病有时不能迅速反应与反馈当下急剧变化的艺术

现场和艺术生态。“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在此时面

对反思应运而生，在展览策划和作品呈现上有着自己的独到

之处，从沈周到傅抱石再到今天的艺术创作，立轴、手卷、册

页、扇面等数百件作品跨越 15 世纪至 20 世纪的 500 年时光，

呈现了中国绘画的多元面貌。

问：近年来，随 着 国 内 各 类 双 年 展 的 此 起 彼 伏 ，我 国

已 成 为 世 界 上 拥 有 双 年 展 最 多 的 国 家 。 武 汉 美 术 馆 在

今 年推出“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的出发点和任务

是什么？

樊枫：武汉美术馆一直在打造自己的水墨展览品牌，策

划“双年展”是希望对水墨问题能够进一步梳理和积累。我

们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艺术考察发现，中国的水墨艺术在世界

上是特征最显著、最具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对世界艺术的贡

献巨大，因此，我们想进一步将水墨艺术向外辐射。武汉美

术馆早在 2010 年即开始举办“水墨文章”系列展览，至今已做

了 4回，分为“写意精神”“笔法维度”“文脉创化”“色界变象”4

个主题，这是对水墨研究的初步探索。而今年的“首届武汉

水墨双年展”，是希望能在过去的思考下更进一步，以“启承

转合”的纵向结合，来讨论水墨和中国画的关系。

当下，很多美术馆都纷纷举办当代艺术展，但他们关注

的艺术家却相对局限，以至展览毫无特色。而“水墨文章”的

目的则是梳理我们的文化现象、文化传承，我们也非常希望

美术馆行业能多做水墨展，这样每个美术馆都有自己的水墨

课题，会使我们的文化特点有更多人关注，不至于全部局限

于当代艺术中。因为当前的当代艺术存在很大问题，虽然作

品看似有所创新，但很多样式呈现方式、语言表达都能在国

外美术馆找到答案，所以某种程度上而言，当代艺术已不是

先锋艺术，而是一种移植的传播。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水墨

的当代性，把我们的文化现象向世界传播。

问：本次双年展有哪些突出特点和创新？

樊枫：一般双年展采用的是“横向”展示方式，如设置国

外艺术家作品单元、名家作品单元、投稿作品单元、青年艺术

家作品单元等，而“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则在策划上突出了

小“纵向”，通过“启”“承”“转”“合”的板块结构，展示中国画

的来源、承续、转换和发展。

中国画不能全部涵盖水墨画，但水墨画必须要涵盖中国

画。过去的中国画局限在本民族中，不会和国外其他艺术有所

交集，但今天的水墨画却已经和全世界都发生了关联，这无形

中就把中华民族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媒材等传播了出去。可以

说，传统有的东西，水墨画要有，传统没有的东西，水墨画也要

有。因此，我们在展览中更侧重于展览整体的纵深性。

问：作为总策展人之一，请您谈一谈本届双年展各单

元之间的侧重点和关联？

樊枫：本次双年展的“启”单元作品，是我们向湖北省博

物馆借展的，由于博物馆能够出借的藏品有限，所以此次展

出的多为明清绘画，主要为文人画，因此“承”的部分就选择

了吴昌硕。吴昌硕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中国书画的笔法传

统，他以更加个性化的笔法来改造传统书画印，使作品表现

出一种阳刚、浑厚的审美意境。可以说，吴昌硕的“金石入

画”“古人为宾我为主”“苦铁画气不画形”等实践和理论主张

影响和启发了后来的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沙孟海等一大

批中国书画的实践者，时至今日，吴昌硕依然是后来者不断

学习和研究的对象。“转”则将城市绘画加了进去，“合”是各

种各样的创新做法。

问：在水墨画自我演进的过程中，坚守传统还是变革

创新一直以来争论不休，“墨攻”想呈现、探讨或解决哪些

问题？

樊枫：我们希望通过展览中的具体作品，发现水墨艺术

的不足，进而通过双年展的学术研讨，一步步梳理出来。那

么数届以后，我们肯定会有相当的积累和成果。

用笔墨呈现都市之灵

都市化的历史进程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

生存状态与价值观念，也改变了中国艺术的回应方式，使得

传统水墨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已有一些敏感的艺术家开始以

水墨画的方式来进行新的探索，这就使得“都市水墨”应运而

生。“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开幕后，“笔墨与都市”单元展引

发业内热议，该展选择了樊枫、方向、李孝萱、张望四位艺术

家，他们的创作主题从摩天大楼、院子、红色符号到镜窗等，

既有鸿篇巨制的全景式呈现，也有轻松挥写如回眸一瞥下的

城市切片。这四位艺术家各有自己的代表符号，但他们在笔

墨表现与审美取向上又与传统保持着很好联系。同时，他们

在观念、题材、图像、手法上亦率先开拓，画自己熟悉的现实

题材，形成了独特的都市味像。

问：从新生至今 20 多年过去了，“都市水墨”的整体发展

如何？它在今天呈现了怎样的气质和特点？

樊枫：过去中国画的题材非常窄，总共分为人物、山水、

花鸟三个大类，三大组合共同构成了中国画。我们所画的都

市画，不包含在这三大类里面，它是一种新生的文化现象。

当然，过去也并非完全没有都市画，比如著名的《清明上河

图》就是都市画。清代著名画家袁江、袁耀也画了许多亭台

楼阁的画作；古代也有人画过黄鹤楼、各种庭院之类的画。

但是相对来讲，它在过去的题材中不是主流。我们现在画的

都市水墨，与《清明上河图》之类很不一样，《清明上河图》描

绘的是场景、民俗，只是反映了都市的外表而没有进入内

核。我们现在所表现的都市，是我们当代人对于都市的理

解，是一种用水墨艺术形式对都市的解读，既有正面的也有

负面的，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

过去画的都市画都非常规矩、写实，缺少一种写意性。

我们现在在探讨都市画是否可以有更多的写意性，包括用笔

方法、绘画方式等，打开另一种视角和呈现。

问：“水墨发展到今天，确实需要在实践中打破一个又

一个被历史化、被规训化、被模式化的思维及其话语，也需

要冲破诸多体制对艺术的遮蔽和阻碍。”您如何看待这一

观点？

樊枫：水墨画的创新难度比油画等其他画中的难度要

大，一方面要顾忌和面对传统的丰碑，一方面还要面向当代、

面向世界，因此它的包袱很沉重。“打破”是必需的，但之后能找

到传承性和连接性才有意义。中国画必须要有中国的文化精

神，它不是画质感、透视的，它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中国画是古

人用主观认识世界，通过图示传播的一种方式，带有自己主观

的因素。中国画的写意传承、笔性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中国画的材料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也恰巧是中国画

的特点，因此，既要突破重重障碍，又要有所创新确实不易。

问：您是 怎 样 理 解 都 市 水 墨 的 ？ 您 在 绘 画 中 有 何

心得？

樊枫：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一个角度去理解文化，如果

我们找到了独特的视角，就可以充分地理解里面很多东西。

我觉得认识一座城就像认识一个人，有时看一个人离得太近

不好，离太远也不好，一定要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角度。这

个角度可以很客观地去评价一个物体，是一个最好的距离，

这是一种哲学理解的方式。

我们过去可能是这样认识城市的：火车进站会报站，如

现在正在进入武汉市，武汉有什么特色马上会播出来，你就

开始从很远的距离认识这座城市了。如果你只能说出武汉一

大堆的不好，想不到武汉好在哪里，这就是距离没有调好。我

在画武汉这座城市的过程中尽量调好距离，尽量画出这个城市

独特的记忆。城市理念会给人带来非常多的想象，这种想象会

给人带来很多启示，带来幸福的生活。我是从这个角度去反映

对一个城市的感觉。我想通过我们现代的文化角度和文化视

觉，把物与背景的东西通通列在一起，这样它才是一个有意义

的艺术世界关系。我觉得一个艺术家最有意义的事情，是通过

作品把自己的想象贯穿到现实的世界中去，从而启发出更美好

的生活空间，这样别人才能反过来记住你的艺术创作。我还出

版过一本画册《怀城》，有人问我为什么叫“怀城”？其实这就是

我胸中有城，胸中有城才能眼中有城、手中有城。我用“三城”

一体创作，画出一个我记忆中的城市。这就是我的带有理解

性的、艺术性的“都市水墨”。

问：您的作品《玄忆》和《新自行车王国》都是在描绘城

市，但感觉却截然不同，请您结合作品谈一谈创作思路和

表现方式？

樊枫：《玄忆》是今年的作品，手法上更偏表现。画面中

没有具体的窗、车、人等，但是你一眼看去就是城市。它没

有具体的位置，却是每个城市的样子。城市是不安静的，你

生活其中，感受到它的躁动，我想表达的是此刻、当下人们

正在经历的城市。而水墨艺术在手法上的改变，可以达到

这种表达。

《新自行车王国》这幅画作的名称其实是《共享蓝天》，微

信朋友圈发出来叫《新自行车王国》也很贴切。中国在上世

纪 70 年代以前是地地道道的自行车王国，从没有自行车，到

家家户户都有 2 辆以上自行车。随着私家车发展，中国退出

自行车王国，现在共享单车让中国又回到自行车王国。这些

小橙车、小黄车、小绿车、小红车……在普及绿色交通理念、

连接起城市“最后一公里”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城市管理和

交通发展的诸多讨论，共享单车是文明社会带来的，却反射

出社会是否文明的问题。因此，我以密集堆压在一起的共享

单车为创作对象，希望以此表达对资源浪费的隐忧，表达城

市与城市人的品格。

策划思想是展览成功的保障

双年展是一个跨地区、跨文化甚至跨国家的综合性机

制，它可以把人们关心的问题放在一起，将艺术家、策展人、

批评家、观众等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背景的人集合到一起对

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引发思考。作为国家重点美术馆，武汉

美术馆从开馆伊始，即积极致力于美术馆的长期学术规划及

建设，其中之一就是加强水墨艺术的学术研究，以美术馆作

为历史承载体对其进行深度与广度的叙述和书写，从不同学

术视点来展开水墨的当代对话，为当下铺设路标，为未来留

存历史。同时，武汉美术馆也极其注重展览的策划思想，这

在他们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展览中随处可见。而这，也正

是武汉美术馆作为国家专业学术机构的文化责任和担当。

问：此次双年展的论坛板块将对“中国水墨画的脉系

及思想之辨”进行讨论，请问有哪些相关论题和理论家参

加？设置此次论坛的目的是什么？

樊枫：为增加双年展的深度与厚度，我们特邀请了国内

外批评家、理论家、文化学者 20 余人，围绕“水墨艺术的脉系

及思想之变”的主题撰文。并将在 10月 21日举办为期一天的

同名国际学术论坛，邀请撰文专家围绕水墨文脉的延伸及其

时代语境的转化问题，在武汉美术馆论坛现场展开深入探

讨。这其中，既有对水墨艺术探寻历程的回顾，也有对水墨

进入当代历史话题的梳理；既有对水墨文化身份的解读，也

有对水墨本体论和水墨民族论的反思；既有从中国画理论话

语之变到水墨转型的文化逻辑，也有从“新水墨”概念的辨析

到“当代水墨”出路的探寻。我们希望这场新一轮水墨言说，

能将水墨艺术的思想源脉、语言形态、民族身份、文化立场层

层链接起来，在批评家们的宏大叙事和微观论证中，分析其

传承演进的内在脉络。在传统与创新的主旨中开启一种新

的思维方向，清晰地呈现出水墨艺术的发展和去向。

问：展览期间策划了哪些配套的公教活动？

樊枫：策划了“笔墨诗歌——武汉美术馆水墨画系列活

动”共计 9 场，为观众系统地介绍了水墨画的发展及其进程。

展览开展至今，观展人数已近 5万人次。其实，美术馆的公教

活动是非常重要地环节，展览是手段，公教是目的，美术馆要

对公众起到传播美、培育美的作用。

问：武 汉 美 术 馆 还 有 哪 些 与 水 墨 艺 术 相 关 的 学 术 品

牌？有哪些经验？

樊枫：自 2011 年至今，武汉美术馆已成功举办了四届“水

墨文章”当代水墨研究系列展，除此之外，我们每年都会举办一

些当代较有影响力的水墨个展和群展。此外，每年还会举办一

次大师专题展，如齐白石、蒋兆和、关山月、石鲁等。经过几年

以来对这些水墨专题展、个展和群展的实践，引发了我们对水

墨画的创作母题和当代审美建构的理论思考：水墨画的创新应

该走出观念和形式的局限，把视野深入到传统挖掘当中去。

问：您策划此次双年展有哪些心得和感受？

樊枫：首先尝试了在自身藏品不足的情况下，如何策划

展览和与其他机构合作。如“启”单元的 23 件藏品全部来自

湖北省博物馆，这一方面我们与湖北省博物馆合作，激活了

他们的藏品，使更多藏品与公众见面，另一方面。来自湖北

省博物馆的 23 件“启”单元作品，策展人通过自己的策划思

路，将这些作品重新组合和串联起来，从立轴到手卷、从册页

到扇面，使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古代绘画的多元面貌；而 23 位

明清画家也是传统水墨画的集大成者，他们之间又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这些线索共同构成了展览所要表达的水墨传统

和文化精神的内涵。除此之外，“承”单元的吴昌硕作品展

中，浙江安吉吴昌硕纪念馆几乎拿出了自己的全部藏品，这

对他们来说也是第一次在以前是没有过的。这就给了我们

很多启发，即藏品较少的美术馆如何通过与其他机构借展、

合作等方式实现自己的策划理念和策划思想，如何通过彼此

间的配合和沟通找到一种展览的呈现方式。其次，“首届武

汉水墨双年展”以前后数个纵向单元展览的构成方式，吸引

了不同兴趣点的观众长期关注，提升了观众总人数，使更多

人穿梭于 4个展览的公共教育之中。

我策划此次双年展的心得是：展览一定要有策划思想，

一定要做观众能看得懂的艺术展。策划思想可以激活很多

藏品，即便是美术馆自身没有的藏品都也可通过合作、借展

等方式激活。同时，好的策划思想和展览呈现还可加大观众

对艺术的理解程度。其实我们一直在摸索博物馆与美术馆

的不同之处、彼此专业上的特点等，美术馆有责任对传统文

化中的一些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提出自己新的思路，并将

这一思路用作品展现出来，这样才能体现展览的策划思想，

这也是我们美术馆最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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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纸本水墨） 170×500厘米 2015年 刘庆和

岛系列 No.2（墨、综合材料、手工宣纸）70×141厘米 2013年 瓦伦西亚 和风晓月（纸本水墨） 184×145厘米 2009年 姬子 7号（纸本水墨） 87×68厘米 1986年 王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