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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

展”的收官之作，“合：融汇与变通”单元

展于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0 日在武汉美

术馆举办。该展分为“大开大合”“人物

风骨”“北宗再造”“空间—物质”“国际

化”“古法新意”以及“20 世纪以来水墨

批评谱系考”7 部分，共展出国内外 30

位艺术家的作品。

“‘合’是一种思想，反映着思考问

题的立场和胸襟；它有取舍，有抑扬，有

轻重，有时序，有前景，但它不是迎合和

趋媚，它旨在发掘作为精神物证的水墨

意义，它视虚弱乏力的、失去精神显现

的水墨为不幸。‘合’对于今天的时代、

面对今天的艺术万象，它着力于深耕厚

作，它体现为吸纳汇流，它展示了静水

深流的力量。”该单元策展人、中央美术

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说，以冰逸、

王川、杨诘苍、朱岚为代表的“大开大

合”部分从绘画讲求的势出发，不仅表

现和发挥了笔墨的自由，更饱含了精神

的张力，是张扬个性的行迹，它不是为

了笔墨而笔墨，而是融合了人的一切存

在感知。它不再拘泥于任何陈法，而法

自我出。

人物绘画曾经在中国绘画史上具

有重要作用，尤以唐代为盛，后世求写

意，渐渐不再以塑形为务，到近代受西

方写实造型的影响，追求具象以表达图

解的含义。后者一方面成就显著，大幅

度提高了中国水墨人物绘画的写实造

型能力和准确度，但另一方面，中国水

墨 的 那 种 内 在 灵 动 和 韵 致 却 逐 渐 失

去。“人物风骨”以蔡广斌、杜觉民、黄

敏、李惠昌、刘庆和、王晓辉的作品，呈

现了现代水墨写实人物的笔法舒张、墨

韵劲健和气势酣畅，虽其图释义可读，

但艺术风骨不减。

中国绘画史有南北宗之论，后世争

论不断。“北宗再造”从南北宗之论延

展开北宗特色：以天地为师、以阳刚为

胜，它拒绝柔弱笔墨，视笔墨疲沓为大

病，它以雄浑气势、浩瀚山川、昂扬激

情、崇高壮美为境界。此部分以贾又

福、姬子、吕云所、张培林、周韶华的作

品呈现北宗再造重气势，强化动感，研

究山川世界的重构，以彰显天地永恒

与万物不朽，体现出再造中国绘画精

神的雄心，也使北宗被重新赋予时代

意义的精髓。

“空间—物质”呈现了水墨吸纳新

艺术观念的潜力与能力，是水墨发展的

一种姿态和新特质之一。“国际化”则以

金泽友那（日）、秋麦（美）、申暎浩（韩）、

瓦伦西亚（西）、伊瑞（捷克）的作品体现

出水墨的当代国际化，也显示了水墨可

以成为国际通用的艺术媒介和创作方

式，如它的笔法变化和墨色层次都不断

在当代国际艺术家的创作中看到，例如

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波洛克、马瑟韦

尔、法国的苏朗日、西班牙的塔皮埃斯

等，都或多或少地学习过或受过中国水

墨绘画自由笔法的影响。

总体而言，中国的水墨绘画其图

式、其笔法、其感觉，在今天都可以被重

新演绎，其细腻处与新气质值得研究与

分析。“古法新意”呈现了边凯、侯拙吾、

丘挺、王满晟、张洪的作品，这些看似来

自传统的绘画样式和图式已经融合了

今天的艺术态度，也显示了中国水墨绘

画的新延续，具有新的意味。它们的创

造打破了水墨笔墨的僵化状态，在精要

与奥义上继续发掘水墨笔法和赋予新

观念，使得水墨绘画的脉系不绝，也使

得我们面对绘画传统时打破常态的反

传统惯性，同时促使我们加强对传统的

再认识和深化研究。可以说，20世纪注

定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时代，注定

是一个联结过去与未来的节点。今天

我们所有的纠结和困惑都因这个时代

而产生，今天的人也承担着更重的文化

理想，这也促使今人更需要打开思维和

视野来迎接未来。“20 世纪以来的水墨

批评谱系考”如坐标一样，让我们具有

更加明晰的历史意识，反省历史的局

限，也促进我们超越历史的羁绊，以人

的终极价值与意义来开启水墨艺术的

真实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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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艺术家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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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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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合’在整个双年展的结构中

是最后一环，却不是一个终结，我们希

望通过本展览向观众呈现中国传统水

墨艺术与西方当代艺术在艺术思想、创

作手法、创作媒介等方面的‘融汇’，以

及当今水墨艺术的创新、多元发展的

‘变通’之势。与此同时，我们更加希望

此次双年展能引起一些关注，引发一些

思考，并提供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重

新 开 启 对 水 墨 艺 术 实 践 的 讨 论 与 反

思。”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说。

水墨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一直以来是武汉美术馆十分关注和重视的话题。从 2011 年到 2015 年，武汉美术馆曾先后举办过 4 届“水墨文章——当代水

墨研究系列展”。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的宗旨与“水墨文章”一脉相承，以更加全方位的视角，通过“启”“承”“转”“合”4 个单元展对当代水墨艺术的来龙

去脉及多元发展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展示。前三个单元“启”“承”“转”为本次双年展梳理了一条自明清以来，中国水墨画传承发展与转型创新的纵向脉

络，“合”旨在横向地展示当今水墨艺术丰富多彩的发展面貌。

李朝霞

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接受媒体采访

国际论坛现场

“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

是武汉美术馆继 2011 年推出“水墨文

章”系列展览后，对水墨话题的又一次有

力发声。这场为期半年的展览由“启”

“承”“转”“合”4个单元展和两个平行展

组成，旨在梳理与呈现宋元以来水墨艺

术传承演进的内在脉络，并针对时弊提

出水墨发展中的新问题。

展览期间，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在同

时进行。为配合本次双年展，武汉美术

馆特邀国内外专家 20 余名，围绕“中国

水墨画的脉系及思想之变”的主题撰

文。在最后一个单元展“合：融汇与变

通”开幕后，于 10 月 21 日举办了为期一

天的国际学术论坛。论坛分为上下半

场，40 多位批评家、艺术家、理论家、文

化学者围绕水墨的“历史与身份”“媒介

与边界”两大话题，在武汉美术馆学术报

告厅展开深入探讨。本稿根据各嘉宾的

发言综述而成，为嘉宾所述观点之提炼。

水墨的文化性身份与当代性身份

针对水墨的文化身份问题，美国加

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美术史论教授沈揆

一首先从现代中国的山水画谈起，“无论

是 19 世纪传统山水画为应对海派绘画

的冲击做出的爱国主义调整，还是 20世

纪为拯救中国画而做的现代化建设的努

力，以及当下对于传统的解构与重组，当

代水墨从传统走到今天并不是一种文化

的偏离而是历史的选择。”沈揆一表示，

“以水墨为媒材的艺术不再只是修身养

性、陶冶性情的栖居之地，它和当代艺术

中其他门类一样，直面人生、自然、社会

的各种问题，同其个人和周遭的环境进

行对话和交流，与当下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的变动直接相连。”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李公

明则以当代水墨论述中常被视作争论焦

点的“中国性”为切入点，试图从理论层

面梳理“中国性”概念与当代水墨的内在

关系，他说：“当代水墨的‘中国性’问题，

其实就是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如何从正当

的‘中国性’概念中吸取精神资源以及如

何从‘本土性’概念中获得现实感的问

题。这显然不是关于工具媒材与技术性

的考量，而是中国当代艺术如何上升到

文化自觉层面并与全球展开对话的核心

问题。”

“发现水墨，亦是发现传统，更是发

现中国。”湖北美术馆馆长冀少峰在水墨

身份的问题上也阐述了自己的认识，“武

汉美术馆选择以水墨为主题举办展览，

背后隐藏着的是深深的中国性与前瞻

性，解放的水墨无疑在当代文化语境中

找到了有效的表达方式，并愈来愈以一

种差异性的民族身份参与到越来越广泛

的国际文化交流中。”

文化身份的选择离不开宏大历史

叙述的背景，在探讨近代中国画理论话

语之变及其基础与成因时，《美术》杂志

副主编盛葳指出，身份的问题不仅涉及

今天的现实，而且涉及我们对历史的重

新改写。他认为“中国画”的问题并不仅

仅是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内部的问题，而

取决于艺术史、社会史和思想史三者的

互动。

历史与精神

来自美国的 David Brubaker教授从

荆浩的《笔法记》出发，对水墨画实践中

呈现的传统美学元素进行了新的诠释。

他以西方学者的研究角度来理解中国的

“质”和“气韵”。他认为画作首先需要蕴

含“气韵”（即精神共鸣、气韵生动），方能

呈现与自然的统一性。其次，体现气韵

或统一性的画作还必须包含能够彰显

“气”（精神）和“质”（本质）的真景。这种

天人合一的观点在现代生活中也具有实

际价值，为我们今天的创作提供了一种

独特的研究视角。

本 次 武 汉 水 墨 双 年 展 第 一 单 元

“启——中国绘画的思想与笔墨”的策展

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黄小

峰以晚清扬州画家王素的《村居纳凉图》

这幅入世题材的作品为例，对于中国传

统绘画中最重要主题之一的农民、农事、

农村做出了探讨和分析。他评价这幅作

品为“在美术史上可以串起一条 18世纪

以后关于城市通俗文化或者世人对农村

生活的想象的作品”。

西北大学出版社学术总监高从宜

从饶宗颐的《中国西北宗山水画》入手，

提出了“中国的精神根源、文明根源、信

仰根源实际上是来自于祖国的西部”的

观点，并在论文中通过“反弹琵琶，反者

道之动；敦煌壁画，凸现唐之美；知白守

黑，追溯墨之本”三点来印证这个说法。

在高丛宜看来，饶宗颐提出的西北宗概

念抛开了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而把西的

方向突出了，这对水墨文化的深化有了

很大的推进。

应变与革新

《中国美术报》执行总编辑王平谈到

百年来中国画概念的衍变时指出，在中

国画这个概念之外，还衍生出“新中国

画”“水墨画”“现代水墨画”“当代水墨”

“实验水墨”“观念水墨”“学院水墨”“都

市水墨”等诸多概念，如今又有了“新水

墨”这个概念，他认为老问题似乎还依然

存在，但新的问题又被提出。对此，王平

从语言本体的角度对各个概念的内涵及

外延做出了相关的辨析。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于洋从水墨

的姿态、立场和现代美术史的书写角度

出发，对水墨文脉与时代生活的关系进

行了定义。他认为水墨传统与时代生

活的关系不仅是一个传统与拓新的问

题，它更重要地体现在拓新的程度、方

向与态度，且关乎某种集体性的审美趣

味。而水墨艺术的传统性与时代性之

间，也不仅是简单的“适应”“契合”问

题，更折射着笔墨语言与表现内容与时

代平行、参与当下人文生活、社会观照

的诉求。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视觉文化与

批评理论教授 Paul Gladston 从个案分

析着手，以付小桐的艺术作品为例提出

了个人思考，他认为：“付小桐的作品不

仅仅是有意识地从传统中国画技法减除

笔墨的使用，并且通过这种尝试，它们还

构成了对中国文人水墨画与传统理学父

权社会秩序之间关联的批评性介入。”

在梳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过程中，

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魏祥奇重新考

察了今天从事水墨艺术探索的新创作，

并试图去发现更为丰富和完整的“现代

水墨”的美术史叙事。“当代艺术其实是

很固定的概念，简单来说是上世纪 60

年代西方变革时出现的政治批判和社

会批判的观念。当代很多艺术家只是

用水墨来讨论一些哲学化的东西，而没

有把它放进社会学的框架里去，这些艺

术家基本上属于观念艺术家。理解艺

术创作的核心永远是人的问题，不管是

创作‘现代水墨’，还是创作‘当代艺术

’，艺术家们都是在尝试触及生命内在

至高的精神体验。”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副秘书长段

君对于魏祥奇谈到的当代艺术及 Paul

Gladston所说的付小桐艺术提出了不同

见解，对于观点的分歧进行了激烈的碰

撞和交锋。他首先指出当代艺术并不

仅仅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外延，它还有

很强的观念性，观念艺术除了自身语言

的更新，还和整个时代有很强的关系，

这 两 个 是 不 能 分 裂 的 。 此 外 ，对 于

Paul Gladston 的阐述，他认为“将付小

桐艺术与有些概念的关联显得有些牵

强附会。不应过度拔高付小桐艺术，因

为当代一些新水墨不让人满意的地方

是过于沉溺细节的制作，过度依赖创作

所耗费的时间，这本是当代水墨本体上

的优势，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劣势，容易

走入局限。”

困局的反思——让水墨回到水墨

“可以说在当下，中国‘新水墨’和

‘新中国画’形成了两个并列系统。要反

思的是‘新水墨’确实有很多问题。”武汉

合美术馆执行馆长鲁虹从自己的策展经

历谈起，对都市化进程中的水墨艺术提

出了自己的思考。“具体来说，由于它在

超越过程中过多借助了西方武器，所以

导致‘新水墨’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和中国

传统文化失去了联系。尽管用了笔和

墨，用了宣纸，但实际上还是很西化。怎

么样形成自己的东西，又是当代的，又是

中国的，这是我们要提倡的。”

《世界美术》杂志编辑赵炎从媒介回

路开始，引发了关于当代水墨发展实践

和理论双重问题的思考。他表示水墨的

观念化转型与技术化转型都面临着旧有

标准与批评是否生效的问题，在水墨与

其他艺术进行对话时，除了能提供传统

的哲学、美学、精英主义思想观念之外，

是否还能充当当代文化创造力的推动

剂，这是值得思考的。

艺术批评家、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

郝青松表示，“在以水墨为中心的讨论中

存在至少两种阐释的误区，一个是水墨

本体论，妄想一种没有中断并自然接续

的水墨历史能在现当代艺术中独立存

在。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水墨民族论，臆

想民族主义的水墨情结，使之艺术形象

化，进而拒绝西方和现代普世价值观。”

通过对水墨本体论和水墨民族论的反

思，郝青松提出了“世界观更新是当代水

墨的唯一出路”的全新观点。

随后，本次水墨双年展单元展“合：

融汇与变通”参展艺术家黄敏、张培林、

吕大江、丘挺、李惠昌等也参与了论坛

的讨论，他们的发言来源于艺术实践中

的直接经验，这种直接的经验为研究当

代水墨提供了更为客观也更为真实的

素材，也对当下水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

视角。

“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

总策展人之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

馆长王春辰从本次策展理念出发，提出

了“让水墨回到水墨”的学术构想。他

说：“在这次的‘合：融汇与变通’中，我并

没有将更多元的水墨艺术形式在展览中

呈现出来，而是将绘画作为主体，所以我

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也是‘中国水墨画

的脉系’。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国际上得

到认可的具有自足性的独立体系，我们

从本体去讨论它，无论是从语言、笔墨还

是其他的角度，都是有意义的。”

武汉美术馆艺术总监高小林从双

年展的结构设计、办展理念出发，对水墨

传统与创新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我们想

通过双年展‘启、承、转、合’4个单元的设

计，让大家看到一个更加明晰的水墨发

展脉络。最近几十年中国艺术发展最重

要的现象，就是水墨从中国传统艺术中

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

水墨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充分地将西方

艺术观念和文化融于自身。”此外，他认

为融汇与变通应是水墨的特点——融东

西之汇，变今古之通。

最后，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对本次

论坛做了总结发言。他说：“今天对水墨

精神上、材料上、哲学上、意识形态上的

探讨分析，对于水墨发展十分有意义。

‘武汉水墨双年展’得以顺利完成，是艺

术家与理论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未来，

美术馆有责任也十分有信心做好接下来

每一届的‘武汉水墨双年展’，这不仅是

对美术馆品牌展览的精心打造，更是对

学术的尊重、对艺术生态的尊重。”

时间：2017年10月21日 地点：武汉美术馆5楼学术报告厅
学术主持：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美术史论教授 沈揆一

中国水墨画的脉系及思想之变
“墨攻——首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国际学术论坛纪要

研讨会后策划组合影车船 局部 （国画） 172×498厘米 2015年 刘庆和 甘泉（国画） 180×292厘米 2017年 朱岚

任之 肖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