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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巨德：生命的艺术之光
“生命是一团浑沌的光亮，在看不

见的谜底。”因其不易看见，才吸引着人

们游走着，感知着，“以看得见的物去寻

找看不见的道，以看不见的道去映照看

得见的物。”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

“混沌的光亮——刘巨德艺术作品展”

就是艺术家刘巨德在 71 岁的人生节点

上，用国画、油画、陶艺、雕塑等艺术形

式呈现自己跋涉在寻道悟道的旅途中

的所思所得。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至

2017年创作的百余幅作品，既有中西融

合的实践，又有深植中国传统的执着，

尤其是大量巨幅新作，洋溢着深沉的情

感，彰显出旺盛的创造力和对民族文化

的高度自信。

“要想创新，必须回到源头。艺术

的创新也一样，回溯源头，找到永恒的

生命精神，方能创新。”他说。

恩师领路入传统

刘巨德 1970 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

术学院，1978 年考取该院研究生，1980

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 37 年。本科学习

陶艺，研究生时跟随导师庞薰琹钻研传

统，工作后给吴冠中先生做助教也是中

西兼修。刘巨德的作品，无论国画油画

还是陶艺雕塑，都一脉相承地展现出不

囿于材质和画种限制的自由。作为工

艺美院第一届研究生，他深深感恩于学

院前辈的教诲，不止一次地表达，是恩

师生前给予的莫大帮助，奠定了自己一

生艺术的根基。

刘巨德是如此希望自己的恩师能

够看到他的汇报展，曾几度哽咽。他真

切地说：“庞薰琹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热爱、自信和深情，给我留下很深的

印象，是他带我走向传统文化的海洋。”

庞先生强调继承和弘扬传统是要走到

文化的深处，寻找看不见的道，即吸取

传统文化的灵魂，这种研究方式不是断

代式的、切片式的、个案式的，而是贯通

式的、中西比较式的、通识式的，是对美

术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刘巨德从中

国的原始艺术如彩陶、玉器，殷商的青

铜、汉代的石刻、壁画、雕塑，到文人画、

漆画、岩画、民间版画以及民间艺术、宫

廷的艺术等不断展开研究。“老师教导

我们研究传统文化要学习老庄哲学，因

为在艺术上，看得见的是图式、样式，看

不见的是道。先生不希望我们模仿，而

要从中西的历史中寻找艺术的‘真’和

‘贞’。”他说，这个过程很漫长，自己一

直在慢慢学习和体会，仍然在路上。

刘巨德对传统文化往往有自己独

特的理解。他的名字是私塾老师所取，

在不少作品中，他将金文“德”字拆分成

“十”“目”“人”“心”来落款。他说：“生

生不息为德。我喜欢看《易经》，‘德’在

传统中是观道的意思。‘十’是宇宙平

衡，‘目’下边是‘心’，就是用心在看。

从‘人’，连起来就是人用心在看宇宙之

间的平衡，在观道。”

以传统之心融合中西

在读研究生期间，庞薰琹建议刘巨

德做《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与西方艺术的

比较》课题，1980年，刘巨德的硕士论文

《论平面装饰艺术中的适形造型》在《工

艺美术论丛》杂志发表，后来他在这篇

论 文 的 基 础 上 扩 写 了《图 形 想 象》一

书。通过对这个课题的深入研究，刘巨

德认识到了空间与造型的关系。

他不同意人们将“装饰”看做是表

面形式、有时还略带贬义的看法。刘巨

德描述说：“装者，藏也；饰者，物既成加

以文采也。装是藏起来看不见的那一

部分即道，而饰的本义是‘刷拭’，是擦

掉污垢的意思，装饰是擦拭心灵的污

垢，与澄怀观道的意蕴一样，其实是非

常中国的词汇，包含着中华文化深沉的

内涵。”

美术理论家邵大箴评价说，刘巨德

是以开阔的视野和胸襟接纳古今中外

的艺术成果，孜孜以求地探索如何将西

画精华融入现代中国艺术之中。刘巨

德赞同吴冠中先生的一个比喻：如果艺

术是一座大楼的话，国画、油画、版画等

画种，就是一扇扇窗户，里面是相通的，

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不能停留在技术

层 面 上 争 论 不 休 。 中 国 画 所 追 求 的

“道”的境界，需要切身用生命去体验，

不是别人经验的照搬，不是掌握了一种

法则、一种程式，就解决问题了，中国画

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是从画家内心里

生长出来的，是人的心灵长期与大自然

交融，最后开出的“花朵”。诚然，在刘

巨德的艺术创作中没有过多材料上的

限制，除了水墨、油画，近年来他还通过

陶艺创作了不少作品。刘巨德强调这

些媒介都能够倾诉自己的感受，也能促

使自己更好地体会生活、体验生命、冥

想生命。他说：“我本科是陶艺专业毕

业，对这种材质有感情。而水墨和油画

又受到庞薰琹和吴冠中先生的影响，他

们在创作上不仅材质和画种没有界限，

在中西方形式上也没有界限。我一直

延续老师所说的，找寻在传统深处看不

见的地方，从‘无’的观念来认识和思

考，才能汲取传统的灵魂。”

“万物是道的呈现，西方绘画是用

看得见的物在寻找看不见的道，东方绘

画是用看不见的道寻找看得见的物，中

西都在看不见的地方交汇，都是在找生

命的节律。”刘巨德说，之所以将展览名

称确定为“混沌的光亮”，是因为他认为

艺术生命应该没有分别心，无论东西方

传统文化都是混沌的轮回，生命就是混

沌中的光亮，一闪一闪地来，一闪一闪

地走。

艺术还需修炼自我

2015年，全国都在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 70 周年，电视里不断地播放着与抗

战相关的节目，这引发了刘巨德的思

考：“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和平呢？战争

总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人们总是在期

盼和平，但和平总是很少。我体验到人

生最大的福气就是平安，对于国家是这

样，对于人类也是这样，所以我就画了

这张以和平为主题的《生命之光》。”这

件 27.5米长的巨幅绘画，是刘巨德 2015

年开始创作，2017 年完成，由中国美术

馆收藏。熟悉刘巨德的人知道，他的创

作没有草稿，没有腹稿，没有预设的起

笔，他将这个过程比喻成“跳深渊”，他

也相信这是一种“真”。

对于“真”的理解，刘巨德曾经认为

绘画没有科学伟大，比如数学需要求

证，才能体现真正的“真”，而绘画不需

要求证。但在与数学家丘成桐接触一

段时间后，他才知道，原来数学不是在

求证而是在建构，与艺术的建构不谋

而合。他说自己体会到，艺术和科学

都是人为的创造，这个创造就是以建

构 的 关 系 代 替 现 实 的 关 系 ，二 者 在

“无”中相汇。

不少人看到刘巨德的作品大为惊

讶，一方面是以前很少有机会如此全

面地加以集中展示，另一方面是有专业

评论家评论其作品的创新思维和形式，

比如有国外的评论家表示在刘巨德作

品中看到了中国的博物馆中艺术遗产

的因子。刘巨德说：“什么是文化？就

是文物化新。我们常说创新，我从没想

过要创新，只想深入传统中，进入到传

统文化的深处，当继承了传统中看不见

的‘道’，自然就会有新的东西产生。”

如同生命是不能谋划的，艺术就是

一个生命过程。它必须有种子，自然而

然地生长，要经历从小到大的自然过

程。同样，风格和创新也不是“谋划”出

来的，是修炼到一定程度自然形成的，

如刘巨德所说，中国画并不是说知识达

到了，智力达到了，技法达到了，就会创

作出新的风格，关键是境界达到了，才

能创造出个人的风格。“艺术重在感知

和 表 现 生 命 的 奥 秘 与 人 文 精 神 的 神

性。”“真正的艺术家面对自然万物，重

在创造某种抽象关系象征它、代替它、

平行它，包容它、幻化它、诗意它……让

万物从有限走向无限。”刘巨德以自己

的方式实践着、思索着，就像他笃信“艺

术是替天行道”。

人物名片

刘巨德，1946年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

盟，蒙古族。1970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

院，1973年任云南美术出版社美术编辑，

1978年考取庞薰琹教授研究生，对中国传统

装饰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进行比较研究，毕

业后留校任教，曾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

长，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王心耀近期的《中国风》系列，为阅

读者清晰地呈现出他对当代社会和艺

术人生的清醒思考和真诚而又颇富洞

察性的激情表达。探寻王心耀的视觉

表达行迹和叙事逻辑，不难发现，《中国

风》系列的呈现，既不是一种空穴来风，

亦不是他的一时冲动和偶然所得，而是

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精心编织导演的、凝

聚着人到中年的智慧与圆融的一场视

觉展演。其实，在《中国风》背后，阅读

者亦看到一个在艺术的荆棘之途中日

臻圆融之境的王心耀。一个在用自己

的心灵与自然对话的王心耀正扑面而

来，那是一个有才情、有胸怀，有视野、

有传统，有精神、有追求、善表达而又不

随波逐流的王心耀。

熟悉王心耀的人都知道，他为人温

和儒雅，低调含蓄，不张扬、不放旷。生

活中的他既平和又平淡，既超脱又释然，

可一旦回到艺术中，一种内在激情时时

燃烧。他才情内敛，以多元与多样的视

觉叙事路径为《中国风》的横空出世在语

言样式、图像谱系、有效的视觉表达和展

陈与观看间进行了经年累月的素材积累

和潜心提炼，并一步步由“既随物以婉

转”，终到“亦于心而徘徊”之境，而建立

起自己的话语方式和价值体系。

自我意识的觉醒

王心耀的艺术机缘与他的大学毕

业创作《黄兴在汉阳保卫战中》（1981

年，100×200厘米，布面油画，中国辛亥

革命博物馆收藏）密不可分。是年他仅

仅 23岁，还是一个刚刚走出象牙塔的艺

术青年，但他的大历史观和艺术的激情

与才情，驾驭大场面和众多人物与图景

的协调能力得到了展现。对于刚刚大学

毕业的王心耀而言，这的确不仅仅是张

历史画，也为其人生之旅点燃了艺术激

情。青春期的梦幻既是多彩的，又是痛

苦的，更是茫然的，但艺术抉择的果断与

坚定显然为以后的艺术探索与探求奠定

了初级研究的基础，这种能够在青年时

期即明确自我人生目标的人，在其同辈

中实不多见。其实人生目标明确得越

早，越易达到成功的彼岸。王心耀显然

是幸运的，他在 1995年适时地从《幸福》

杂志社调入江汉大学，说明了他在人生

十字路口又一次选择的正确。从第二年

即 1982 年《夕照的山》（38×51 厘米，纸

本油画），这幅并不被时人注意的小幅风

景，可以看出，王心耀的视觉转向令人惊

奇。众多的人物不再出现，代之而来的

是一种纯粹的风景画，夕阳下的山、绿黑

相间的天空与地面形成了一种对比，纯

净而又空灵，雄伟而又壮阔，这和今天

《中国风》的黑白碰撞无疑构成了其视

觉文本的上下文。从人物到风景的转

向，不仅仅是绘画题材的改变，实则是

其精神寻找的一种途径，彰显出王心耀

在困惑中的寻找，在青春期躁动与激情

后的茫然。但不断内省的品性也让王

心耀的艺术目标初露端倪。

及至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那

个被今天热议的、并被贴上诸多光环的

“85美术新潮”滚滚而来时，既青春又激

情洋溢的王心耀适时地投身到这股思想

解放的潮流中。这个时期他置身于社会

文化思潮的涌动中，勤奋思索、真切表

达，兼有一种在艺术上的不安分。其间，

表现主义的激情与色彩着实给人留下了

深刻印迹。王心耀自我意识一步步苏

醒，他由青春期的躁动、火热、迷茫、精神

混沌逐渐走向澄明的觉醒。这也注定了

他要在自我探索的艺术之路上义无反顾

地走下去。而他的自我内在气质，也使

他能在艺术和人生的关键处做出既明智

又适合于自己的选择。

删繁就简之路

《老巷记忆 NO.1》创作于 2006 年，

王心耀以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和凝重的

笔调抒发出试图保留已逝传统和民族

文化的一种努力的徒劳与伤悲。凌乱

的电线、歪斜的电线杆、黄昏日落与那

曲径通幽、绵绵无尽的里弄胡同营构出

的是一种对孤寂的渴望与倾听，及对空

灵的感悟与守望，更有着一种对已逝文

化的留恋与向往，对激变的社会潮流的

一种静观与疏离，对飞速发展的社会现

实的一种淡淡的忧郁与忧伤。伴随着

《老巷记忆》这个系列的视觉文本的徐

徐展开，《城市印象》系列和《中国山水》

系列再一次为阅读者带来了一个勤于

思考、善于变化、精于表达的王心耀，更

带来了一个不满足于一种所谓的成功

认同而不断寻求突破与超越的王心耀。

由《老巷记忆》到《城市印象》再到

《中国山水》，王心耀的视觉语言愈来愈

走向了一种极简之路，不仅颜色越来越

单纯、简洁，而且大面积充斥着一种内

在精神力量的激情挥洒，一次次撞击着

阅读者的心灵。由此亦不难发现，近期

的《中国风》系列仅以黑白两色这种大

胆浓烈而又简洁明快的视觉讲述，和

《中国山水》系列构成王心耀视觉语汇

的关键词语和笔调。

王心耀走的是一条删繁就简、去粗

取精的艺术之路。其删繁就简的路径

展现的是他由对自然空间的迷恋与关

切，终至希望达到一种前所未见的圣洁

之境，意即一种精神的心理空间的升

华。那是一种对已逝的田园般的文化

生活的守望与向往，更弥漫着艺术家对

传统文化的崇敬和真切表达，对不期而

遇的现代化的激情与挥洒。但一个不

容置疑的事实是，老街、老巷、老屋、城

市、山水已内化在王心耀的精神血脉

中，并一步步升华为一种精神语汇的视

觉符码，深深地融汇在其笔端与画意

中。王心耀在题材与形式间找寻到了

适合自我讲述的话语方式。

“亦于心而徘徊”

在《中国风》系列创作之前，王心耀

的视觉表达还充斥着样式的多元化、多

极 化 及 视 觉 语 义 上 的 混 杂 化 和 多 义

化。其间大量的水墨、山水、人物、花鸟

及游历世界的名胜古迹写生，虽然带来

了一定的赞誉，但他清醒地知道，这并非

自己至高至纯的精神目标，但一时也难

以寻找到艺术的突破口，于是，一种“行

走与观看”所带来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方

式的渐进与发展充斥在其艺术生涯中。

《中国风》系列扑面而来，不仅散发

出一种观看与品读的激情，更凝聚着悠

久的历史与个体视觉经验的交响与交

融。王心耀以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和

坚持不懈的努力，透过《中国风》诠释着

他孜孜以求的艺术人生。那种在黑白

中立定精神，于游走与观看中表达出才

情与气韵的努力，不仅渗透在画布间，

也浸透在油彩与混沌的山水气象中。

这种黑白的交响碰撞出的精神图景，不

仅令阅读者心驰神往、遐思飞扬，亦映

衬了他那蓬勃灿烂的精神世界。他把

对当代社会和艺术人生的真诚思考全

部融汇在《中国风》中。《中国风》又引发

了我们如下思考：当传统文化的消失愈

来愈烈的时候，是保持传统文化的独立

性，还是大胆引入西方当代文化来拓宽

我们的文化发展路径？王心耀选择的

是一种从“去传统”到“再传统”的视觉

表达路径。其终极目的是期冀达到一

种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既融合中

国传统文化又能够建构一个具有中国

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

如果说《老巷记忆》系列还停留在

“既随物以婉转”的生活体验的层面，那

么至《城市印象》系列和《中国山水》系

列，他实则已经进入到了一种“亦于心

而徘徊”的生命体验的精神空间中。如

果没有王心耀从山水、人物、花鸟的潜心

观察与研究，没有他在行走与观看间对

生存的风景、人物和素材的经年累月的

积累，就不会有《中国风》所弥漫着的那

种空旷辽远之境；如果没有从具象到抽

象、从水墨到油画的多元探索，阅读者就

不会看到《中国风》那种混沌初开的雄浑

与壮阔及书写的灵动与飘逸，以及经得

起品读的精雅与亲切。《中国风》为王心

耀赢得了更多自由表达的空间，也建构

起王心耀苦心孤诣所追寻的一种视觉修

辞方式和话语讲述方式。他在流淌着黑

白的韵律中倾注着自我张弛有度、有控

制又有激情，并始终用心灵与自然对话

的方式，达到“前所未见的圣洁”之境。

还是林语堂说得好：“两脚踏中西

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作者为湖北美术馆馆长、美术批评家）

人物名片

王心耀，1958年生于武汉。毕

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现为江汉大学

艺术学院、现代艺术学院教授、院长，

湖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艺委会委

员，湖北省高校美术专业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武汉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武汉市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市政府

专项津贴，湖北省劳动模范。

用心灵和自然对话
——由王心耀的《中国风》说起

紫藤下（国画） 250×501厘米 2017年 刘巨德

中国风 NO.5（油画） 185×185厘米 王心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