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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28 日，由甘肃省

委宣传部、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甘肃省文化

厅、甘肃省文联指导，甘肃省国际文

化交流中心（协会）共同主办的“坚定

文化自信、弘扬书法艺术、习近平总

书记十九大报告书法长卷展”在甘肃

省文化产权交易中心开幕。此次活

动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书展、更是一次

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活动。

此次展出毛泽东书法传承人、毛

泽东书法研究中心主任、书法家周鹏

飞的百米长卷，是作者历时七天六

夜，首次用传统书法艺术将长达 3. 2

万字的十九大报告全文以书法书写

而成。周鹏飞的作品不仅是对十九

大报告的简单抄录，而是在认真学

习、思考、研究十九大精神后的一份

学习答卷，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传

承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动实践。

有关业内人士指出，此次展览不

仅可以让各方人士、普通民众了解和

学习十九大精神，还起到特殊的传播

作用，这部手书毛体书法十九大报告

全文长卷，是一份具有创造性的艺术

作品, 它大气磅礴地张扬了中国书法

的实用价值和美学功能，在中国书法

史上写下了亮丽的一笔。 （严恪）

周鹏飞书写十九大报告

全文长卷展在兰州开幕

周鹏飞十九大报告全文书法作品（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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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方舟

尚春在中国水墨领域探索、实践多

年。近年来，他站在人性的角度，对生命

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深刻解读，并用独特的

绘画语言加以表达。尚春的父亲是故乡

方圆百里出名的木匠。年少的尚春是家

中长子，从小就给父亲打下手，拉大锯、刨

刨花、弹墨线、抛光打磨之类的事情没少

干。当尚春在树木的横切面看到一圈大

于一圈的年轮时，他意识到，这是大自然

生命意象的自我呈现。于是，他决定用拓

印的方法，将这一生命景观转换到宣纸

上。树木的年轮成了尚春绘画的“原语

言”。他的这个系列作品就是在这种“原

语言”的基点上一步步衍化而来。

以年轮为主体、一圈圈扩展开来的

线组织和线结构，犹如音乐中的一个可

扩展“主题”，而对这个“主题”的多个“变

奏”——形的拼接、线的延伸、叠加、交

错、开裂、缝合……构成一个个对年轮的

“变奏曲”，同时也构成对生命、对岁月的

“咏叹调”。细想想，人的一生又何尝不

是如此？随着年龄一岁岁增大，又一年

年变老，再一个个离去，一个个新生，一

代又一代循环往复，见证着生命的永恒。

尚春经历丰富，先后从事过教育教学、

组织人事、媒体与公共关系、文化管理等诸

多工作。尚春自小酷爱艺术，在音乐、舞

蹈、文学、根雕、摄影等众多领域皆有涉

猎。正因为如此，尚春具备丰富的人生阅

历和艺术实践经验。近10年来，尚春专心

从事绘画艺术创作，将年轮的纹饰与自身

的生存体验以及对生命的理解和思考结合

起来，形成了鲜明的个性化风格。

（作者系当代艺术批评家、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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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轮的构成与延展
——河北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参展艺术家展示（一）

编者按：在即将于 2018年 1月 10日至 14日举办的第 23届美国洛杉矶国际艺术博览会（以下简称“洛杉矶艺博会”）上，中国文化传媒集团首次与河北

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合作，推出以“墨韵檀香——当代中国的文人书房”为主题的综合展区。该展区在河北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由河北省文化厅指导，

河北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承办，将带来当代艺术家尚春、郭志红、安泊金的水墨作品，以及家具企业艺朵、旺年鸿提供的文人家具。在架上绘画与古典家

具的有机结合下，让古典与当代在同一时空中彼此接纳、融合，绽放出绚丽的东方文化艺术之花。

□□ 段君

年轮作为描绘对象，天生具有强

烈的形式感，它无疑象征着时间，暗

示着岁月。但尚春并不是简单地表

现时间，而是把对时间的体验同他的

家族情感意识连接起来。在尚春的

意识里，时间是有参照物的。如果创

作者对时间的陈述所指示的参照物

一无所知，那么对时间的表现也将毫

无意义。

在尚春的观念里，他自己的自传

和家族的经历，与百年来中国社会的

历史绝非是泾渭分明的不同领域。

他在作品中试图融入中国文化潜移

默化的影响，将艺术家个人、家族生

活中的重大事件与百年来中国社会

的重大历史紧密相连。因此可以看

出，尚春的作品不仅包含了他个人的

情感因素，也包含了以历史为基础的

种种社会观念。

尚春的作品属于“从构成中延展”

的抽象水墨，点线面的分割组建是尚

春创立形式的主要手段与核心方法。

尚春在近年的创作中，不仅着力探索

画面各元素的构成关系，更是力图找

到个人化的路径。他利用直线分割圆

形的年轮，或是安排块面截断年轮，或

是借助年轮本身的交织与离散，在画

面上表现视觉形式的各种变化。

尚春在多年的文艺生涯中，积累

了形式美学方面的素养。他曾有过

多年的摄影创作实践。摄影的形式、

构图、光线等等，对水墨的平面形式、

画面的构成组织等方面均起到“润物

细无声”的作用。可以说，尚春以大

量的精力，打入了语言规律的领地。

但很显然，尚春的追求并不是语言规

律的熟稔，而是更加自主的表达，当

语言规律对他的表达产生束缚的时

刻，他完全可以置之不顾，将语言规

律放在一旁。表达的精确和彻底，才

是尚春所需要的。

(作者系艺术批评家、策展人。)

尚春，1969年生，原名李春光，当代艺术家，曾师从卢禹舜，现工作生活于

河北秦皇岛北戴河。作品多次参加海内外展览，并被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

新丝路集团、北京共同艺术中心、北京悦美术馆、韩国清州艺总会、意大利佛罗

伦萨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组委会等艺术机构以及众多国内外收藏家收藏。

参展机构简介

河北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成立于 1995 年，隶属河北省文化厅，是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文化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是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贸

易，组织实施大型文化艺术活动，组织演出、会展、节庆活动。中心自成立以

来，主办、承办了多项重大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为河北传统文化“走出去”和国

外优秀文化“引进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和一定的贡献。

物证生命——尚春的年轮艺术 游走于规律——读尚春作品

尚春《坐标》 90厘米×98厘米×12 纸本水墨 2016年 尚春《童年》之一 240厘米×120厘米 纸本水墨 2016年

□□ 曹玉林

韩墨的画给人第一印象是其鲜艳的色彩。

在传统的中国画中，一般多不重视色彩，所谓

“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即便使用色彩，也不

过是金碧、青绿、浅绛等几种类型，带有浓厚的

程式化色彩。而韩墨对于色彩的运用却要大胆

得多。在韩墨的笔下，墨，不过是色彩中的一

种，并不占有君临天下的主导地位。

在韩墨的绘画作品中，西画的侧重于真实、

丰富的色彩观，民间艺术的倾向于吉祥、浓艳的

色彩观，和中国画含蓄、蕴藉的色彩观，和谐而

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升华为一种新的，热烈、

绚丽、鲜活、火爆的色彩观。作为这种新的色彩

观的实践呈现，韩墨的绘画作品在画面上有着

高昂的激情和饱满的诗意，常常给人以耳目一

新的视觉冲击。其次，在形式构成上，韩墨在创

作中也进行了有益尝试和探索。他熔西画的

“写实”与中国画的“写意”于一炉，合西画的“具

象”与中国画的“意象”于一身，既比纯然的前者

“雅”，又较纯然的后者“活”，给人提供了一种新

的审美体验和新的视觉享受，在一定程度上拓

宽了中国画的语言体系和表现空间，对于当代

中国画尤其是花鸟画的体格转型，无疑有着耐

人寻味的启示意义。

很显然，韩墨的这种既有传统因子，又有现

代元素的绘画理念和绘画方法，是一种迥异于人

们所常见的单线状的乞灵外援或发掘内蕴的别

样探索，因此乍一看，在外在面貌上每每会使人

感到不适应、不习惯，甚至会觉得有些不像是中

国画。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很多人的头

脑中往往存在着一个关于中国画定在形式的“先

验命题”，以昔日传统中国画的体格作为观测坐

标和界定基点，来看待当下体格不一、形态各异

的多元探索，尤其是与主流形态在面貌上有着较

大差异的别样探索，因此才得出了以上貌似维护

中国画的纯正而实则狭隘偏颇的错误结论。

用发展的眼光来衡量，传统其实是一个动

态的概念，而所

谓 中 国 画 的 边

界，只有在相对

的、动态的意义

才能成立，当初

林 风 眠 、蒋 兆

和、陶冷月等借

鉴西法的融合派

曾屡遭非议，有

时 甚 至 被 拒 之

于画展的门外，

然而到了今天，

这 些 作 品 已 经

成 为 中 国 画 的

重要组成部分，

这便是历史和时

代所造就绘画发

展的本体化进程

和本体化逻辑。

对 于 韩 墨 的 别

样 探 索 和 他 的

彩墨花鸟画，不

妨也作如是观。

（作 者 系 美

术评论家）

一样追求 别样探索——韩墨的现代彩墨艺术

韩墨《秋之变奏》

□□ 易英

黄欢的画非常漂亮，颜色用得很多，墨很少，墨

用来造型，表现人或鸟的轮廓，也起到调和颜色的

作用。我们不能用一般水墨画的概念来看黄欢的

画，她更多的是吸收石窟壁画的传统。石窟壁画的

颜色本来都很漂亮，时间使一些颜色褪化，画面显

得更加和谐，却增添了几分神秘。黄欢说她分别对

中国敦煌、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色彩关系进行了规律

性的量化分析，并运用到她的创作实践当中。

在黄欢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三重含义，首先

是神话的主题，透过“人- 鸟”的演绎追溯人的自然

本质，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次是为适应题材的表

现而采取的手段，将石窟壁画的材料和技术运用

于创作。材料的变化不是目的，也不是思古的幽

情，而是实现新的表现。在现代水墨画中最难表

现的是现代的视觉经验，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尤

其是像黄欢这样的青年艺术家，这种经验先于艺

术的经验，但在水墨画中很难有效地表达，这也成

为水墨画在当代艺术中的弱项。不

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黄欢实际上是

借用传统的材料表现了现代的视觉

主题，鲜艳的颜色与强烈的对比尽

管不是对现代视觉经验的暗示，也

是如预成图式般地存在于她的潜意

识中，只会在合适的条件下显现出

来。如果比较黄欢以前的作品则更

为明显。她以前的青春题材充满活

力，但仍是在传统的笔墨中通过形

象与形体来表现的，笔墨与题材之

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

实际上是艺术家的自我与表现方式

之间的矛盾。艺术家希望按照现实

的视觉经验来表现，但材料的限制

无法实现这种表现。黄欢在对传统

的重新研究中发现新的材料，尽管

这些材料依附于一个更加久远的传

统，但她在对神话的重新阐释中找

到了材料与题材的契合点，更加重

要的是，潜在的自我在这种结合中

找到了归宿。从实质上说，神话的

主题正是在自我的支配下产生的变

异，背景的表现更接近现代的视觉

经验，那种色彩是黄欢她们这一代

人对景观时代的独特感受。

第三层含义就是形象了。不论艺术家设定什

么样的主题，最终的表达还是视觉形象。黄欢的

“人- 鸟”为神话的主题而设计，但却是现代青年的

形象，虽然她设定了一些神话的符号，如鸟翅、鸟

眼等，人物的精神却是现代的。如果把画中的背

景理解为现代的环境，那么人物就是现代的。这

些人物在黄欢以前的画中出现过，黄欢没有在人

物上追求古人的想象，而是赋予他们现代的气质，

这些都通过动态、形象和关系体现出来。肢体语

言在其中有重要作用，飘忽、转折、困顿的人体用

柔和的长线条勾勒出来，在灿烂的花丛中格外醒

目，它喻示的不只是形式的关系，而是现代人的精

神出路，欲望、时尚、诱惑等都在身体的变化中表

现出来，背景的花丛不仅是欲望对象的暗示，也是

欲望的解脱，“人- 鸟”的意义就体现在人性向自然

的归复中。

（作者系著名美术史学者、艺术批评家，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

想象与转换——黄欢的画

黄欢《恋曲 201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