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里看花（国画） 49×97厘米 2017年 吴霜

霜花飞翊
美周

“如花的澳门处处洋溢着美，母校艺术与人文

相融、传统与现代相汇的教学理念和实践给了我人

生的滋养。”日前在澳门理工学院明德楼展览廊举行

的“霜花飞翊——杰出校友吴霜画展”上，特别受邀

展示新作的青年画家吴霜表示，澳门理工学院中西

融汇的教学理念于其影响颇深。该画展是澳门理工

学院校友会为同日举行的本年度毕业典礼筹办的庆

祝活动，除了对吴霜近几年富有成效的探索给予肯

定与褒赏外，也希望通过此次画展，表达对中国画独

创性语言的实验与探索的重视，为当下的艺术发展

在表现性新水墨创作方面提供一个创新的实例。

吴 霜 出 生 于 艺 术 世 家 ，成 长 于 六 朝 古 都 南

京。深厚的家庭文化底蕴和浓郁的艺术氛围，使

她从小就耳濡目染，深受熏陶。她的绘画受教于

丁方教授，书法得益于庄天明先生。她先后就学

于澳门理工学院、北京语言大学，2011 年毕业于南

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书法系，师从金丹、李彤诸

师，在书法理论与创作上有较多的领悟与收获。

她也爱好音乐，走访名师，在声乐表演与钢琴演奏

方面亦颇有追求。在进行艺术实践的同时，她还

特别注重艺术视野的拓宽，关注法国、意大利、希

腊、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国的风土人情与艺术特

色，为自己的绘画创作提供养分与素材。

吴霜是一个单纯而执着，热烈且温

润，奔放又细腻，如夏花般灿烂的艺术

之子。她近年专注于中国画彩墨

系列的创作，用色彩表达对美

好事物的情感。画作大多

取材于自然界鲜花的绚

烂气象，创作的灵感

往 往 来 自 于 瞬 间

的 直 觉 与 感

悟。她在自

然花卉、

书 法

意象、印象派色彩之间找到了心灵的对应。良好

的美学认知、开阔的艺术视野以及强烈的绘画热

情，使得她的作品富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传统

意境与现代语境交相碰撞与贯通，给人以大

气、华丽、激扬的印象。她喜欢印象派灿

烂的光色，更钟情于中国历代画家对花

卉的意象表现。她尊重前人的创造，

更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她以

自己的语言表述阐释一个真切

的心灵世界，就是“画系我

心，传递对真善美的追求

和 灵 魂 世 界 的 宣 言 ，

把自己的情感寄托

于 花 草 的 热 爱

中 ，得 着 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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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花鸟 烂漫乐章
——柯桐枝花鸟画

姜松荣

现在，花鸟画家的审美取向日趋

多元，不少人一改传统花鸟画折枝取

景或小视域取材，或者视花鸟物象为

象征性符号的“移情论”创作倾向大

胆地把花鸟置于与山水同等高度的

照观体系，充分感受花鸟本体的勃勃

生机与丰富姿态，直接表现它们的气

质与神韵。柯桐枝就是这方面的杰

出代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柯桐枝完

全摆脱了传统花鸟画家的写生与创

作模式，更接近于山水画家的体悟

状态。他并不满足于一枝一叶的细

心观摩，洞察它们的物态“常理”，而

是深入山林水泽、热带雨林去观察、

体悟自然的博大。在这里，百花盛

开，雨露滋润，朝晖夕阴，四时转换，

飞翎栖羽，生息其间。这里不是人

工圈养，也不是园丁栽培，完全是万

物自然生长的原生态。画家只是以

访 客 的 身 份 来 欣 赏 花 鸟 的 生 存 空

间，自然的生态完全不受人为的摆

弄。在这里，花鸟是主体、画家是客

人，这种场景和角色的转换必然导

致花鸟主体气场的张扬，画家感受

和表现的不必再是摆弄的“模特”，

是花鸟本身的生命与气质。这种体

察与写生的方式完全超越了折枝花

和盆栽花的视野与空间，因而获得

的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

他的花鸟画作品中，看不到传统花

鸟画的微观场景与雅逸情怀，而能

感受到花鸟本体的勃勃生机和自由

精神。柯桐枝把花鸟作为主体并置

于原生态环境的艺术追求，直接开

拓了花鸟画美学意义层面的价值取

向，弥补了花鸟画审美趣味的一个

短板。

第一次接触柯桐枝的花鸟画作

品，会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

灿烂的色彩、勃勃的生机、辽阔的空

间、繁复的题材......，就像久坐斗室

突然推开窗户，外面一片春光，风和

日丽，百花盛开，花香鸟语，欢快明

丽。传统花鸟画的雅逸之风被绚烂

的生机所覆盖，浅斟低酌的逍遥被

欢歌笑语所取代，这一种视觉的突

变与情调的演绎取决于柯桐枝审美

趣味的主动选择，得益于他不拘一

格的语言创新。

柯桐枝作画时充满着一股暴风

骤雨般的激情 ，笔 走 龙 蛇 ，墨 吞云

雾，时而阔笔横扫，时而中锋勾勒，

抑扬顿挫、笔尖游离，笔墨宛如一曲

跳动的乐章，记录着时空转换的轨

迹。泼墨流彩，酣畅淋漓。看不出

凝神静气的冥想，也没有反复推敲

的构思，信手拈来，随心所欲。作画

过程的洒脱与恣纵，并不妨碍他绘

画语言的精到与丰富，而恰恰是他

的率性而为，创造出许多意想不到

的效果。传统的各种笔法与墨法，

是他以资借鉴和参照的一个部分。

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柯桐枝从来不

拘常法，水彩、水粉、丙烯等西方绘

画材料在他的绘画作品中，只要表

现所需就能被使用。不仅丰富了传

统中国画的语言体系，也使画面效果

耳目一新。

柯桐枝将抒写自然造化之美提

升到画面的主体高度，完全不同于绘

画早期的叙事性表达，而是画家的主

动选择和时代气质的展现。他的这种

大场景、大空间、大环境以及注重色

彩、注重气势、注重客体的“大花鸟”风

格，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式，

同时，也为艺术欣赏和批评提出了新

的思考。

（作者为湖南省视觉艺术评论委

员会副会长，文有删节）

考考妈妈（国画） 114×65厘米 1953年 姜燕 中国美术馆藏

李惠子

翰 墨 流 芳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新中国成

立时，文盲占据了我国人口 70％的比重，

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居 80%以上。为了

改变文化落后这一现实，以推广识字为

主要内容的扫盲运动成了当时开展的一

项深入而持续的工作。而这场运动除了

让下层人民都享受了平等学习文化的权

利，为他们打开知识的大门外，也为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条件。这其

中，姜燕 1953 年创作的《考考妈妈》，就

以亲切生动的手法反映了当时扫盲运动

中，北方农村家庭里的一个学习场景。

这种日常生活的写照，既在物质和精神

上，表明新生活、新时代的变化悄然而

至，也一定程度上显露了当时新国画（内

容新、题材新）面貌形成的端倪。

日常角度点明主题

作者选取了一个日常角度，以刻画

女儿读汉字、妈妈听写汉字这样的情节

点明主题。同时几处细节的捕捉也令该

画作更为生动。譬如：女儿手拿的《速成

识字课本》，正是当时识字运动推广所采

用的办法。她将课本置于身体一侧似乎

生怕妈妈看见所考查的生字。对于妈妈

来说，即使正在哺育幼子，也仍未忘记要

补习文化，这一设置巧妙地体现出当时

开展的扫盲运动进家入户，卓有成效。

而女儿与母亲的相视微笑，也让人体察

到她们对于新时代到来的喜悦及美好生

活的期望。

形象与地位转变

从另一角度看，《考考妈妈》也是对

新时代中国妇女形象与地位转变的直接

体现。这是因为受精英、伦理的传统文

化及旧教育体制的影响，妇女接受教育

的权利长期被剥夺。而新中国成立后识

字运动的开展，则为农村妇女谋求解放

和文化翻身打开了大门。这里，姜燕的

《考考妈妈》实际上构建了新中国新“母

亲”的形象。在实际的扫盲运动里，农村

妇女因受劳动生产和家庭双重压力而成

为了最不积极的一个群体。与此相对

照，作者刻画的这个“母亲”是一个能够

克服困难自觉上进的新“母亲”形象。另

一方面，作者对“母职”哺育天性和女孩

拥有教育权利的强调，也一定程度消解

了“重男轻女”的歧视偏见。

新年画风格

在形式表现上，该画的创作受当时

新年画风格影响明显。1949年文化部颁

发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随

后 ，全 国 范 围 内 展 开 了 一 场 新 年 画 运

动。这场运动也对当时艺术家们的创作

影响颇深。在姜燕的这幅作品里，我们

能够看到她对新年画成果的吸收。画面

设色鲜艳不落俗套，尤其对比色的配置

令画面带有一些喜庆色彩。在环境布置

上，作者汲取了西画的透视画法和明暗

表现窗台、炕铺、光线。居室内的陈设简

朴、整洁，而从窗户透进的阳光，似在给

予人们光明和期望，也令画面整体氛围

更显温暖。

正 因 如 此 ，《考 考 妈 妈》在 1953 年

“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会”展出时就收获

众多好评。王朝闻评论该画富有戏剧性

的情节、有趣的细节安排和情感上的有力

感染，并带有诗情画意。当时，甚至还出

现了众多模仿之作，但都不及其经典和富

有新意。《考考妈妈》之后，作者还创作了

一幅《前方来信》。在这幅作品里，人物和

环境都未做大的变动，但表现情景却变为

作为年轻母亲和妻子的“她”在识字课本

的帮助下，正细读着丈夫从前方寄来的

信，犹如《考考妈妈》之后的故事演绎。

这幅画的创作者姜燕，原名刘仁燕，

早年在北平艺专主修花鸟画，当时主要

以“垂柳八哥”“孔雀”“仕女”等题材为

主。后奔赴华北解放区，那里的社会现

实生活为其创作带去了大量素材，作品

也开始主要反映解放区农民生活。在形

象刻画上，或许因为是女性的缘故，有着

一种特殊的细腻感，用色多以重色为主，

属于工笔重彩一派。令人惋惜的是，这

样一位富有才华的艺术家却在 1958 年

因飞机失事遇难。而今天，当我们回看

这幅经典之作，它既是作者留下的珍贵

艺术遗产，亦是中国画为适应新时代积

极突破取得的代表性成就。

姜燕《考考妈妈》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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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至 7月 26日，由中国美

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艺委会、中国

油画学会主办的“寓言——井士剑艺

术展”在山东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

集聚了井士剑油画、装置、雕塑、纸上

作品4个部分共140余件作品，是其近

年来一次较大规模的艺术展。作品

集中反映了一个主题，就是艺术家

个人在今天复杂的中国当代艺术境

遇下，如何用独特的方式建构和坚

守自己的艺术价值观和创作理念。

这是一次自我视觉表达的全方位审

视与显现。

关于井士剑的作品，无论早期

的愚公移山、西湖系列作品以及潇

湘八景，还是近期创作的关于事物

存在的方式以及作为艺术家自己怎

样去观看并重新进行视觉呈现的新

作品，都明确地、一以贯之地将艺术

家自己对绘画观念与语言的深入挖

掘，推进并“扩张”到当代艺术创作

的大背景下和场域中，展示出架上

绘画与当代艺术紧密的、不可分割

的、潜在的、合理的一种相互关系。

这种关系凸显了架上绘画对视觉艺

术最本质的思考和视觉再现。通过

一系列“寓言”这样的主题，阐释出

如何从血缘文化的本质出发，游离

于当下流行的表达趋势，以及传统

模式叙事的一种独到的当代性逻辑

结构。在这里，“寓言”成为一种历

史的检验，它表现出艺术在这个时

代，对社会、自然生态以至于人类科

技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

院长许江认为，绘画的激情是井士剑

艺术的重要品质。“他有较好的素描

功夫，他的素描中蕴含着一种燃烧

的激情，成为他绘画表现的支撑；而

表现的浓度，是井士剑艺术的一大

特征，井士剑之艺，大黑大白，大红

大紫，具有一种本然的浓度；造型的

奇 想 ，是 井 士 剑 又 一 个 艺 术 特 质 。

激情的运思，把隽远包裹在火热的

绘画和雕塑中，于是就有了‘寓言’。”

许江说。

在井士剑那里，思考是用试问

或者追问的方式来完成的，同时他

试图给予思考更大的主题，更广阔

的时代背景，更多变的形式，更自由

的表述，特别是基于绘画本身的视

觉认知与观念表现。通过这样不断

的试问和追问，让现实尤其是当代

现实在文化的滤镜上剥落，让时代

的 影 子 成 为 观 看 和 看 法 的 内 在 形

式，以此来呈现出艺术家所应有的

社会责任和作品的价值所在。在这

里，抽象与具象的含义发生折射或

者流变，化解为一种既是现实的又

是超越的、既是自然的又是本源的

艺术创作的新线索。

获得这样的线索，既是对世界

和时代的见证，更是一个艺术家本

质动力的再生成，因此，这个线索就

是井士剑最基本的态度，在这个线

索的指引下，艺术家就能够以一种

匠人劳作的方式再现一种技艺的品

格，一种视觉图像的构成，一种思想

的结构。

作为本次展览的学术支持，彭

锋谈到，井士剑的艺术创作除了精

确，还有很多东西用感觉来识别。他

不明确，但是他明白。“有一个课题是

研究在审美经验当中的气氛，叫做

‘气氛美学’。我被他作品中所塑造

的气氛和气场所包围，我感觉在他

的气场当中。”山东美术馆馆长张望

用“不 可 捉 摸 ”来 形 容 井 士 剑 的 作

品。他认为，一方面井士剑对中西

文化的融合和理解，以及对世界艺

术总体上的把握是不可捉摸的；另

一方面，井士剑对艺术的表达力以

及所呈现出来的情怀和情调，绘画

中 所 蕴 含 的 气 质 和 个 人 独 特 的 心

灵，有点不可捉摸。井士剑的作品

使人感受到了他内心所渴望的对东

方文化的自觉和发自内心的追求和

表达。他的作品表面上看带有随意

性以及意象写意的表达，其实里面涵

盖着理性的智慧，画面结构严谨，更

重要的是蕴含着东方文化的神秘色

彩和诗性表达。

而“寓言”作为展览主题实际上

是一种下意识的问题，是艺术家以

个人的经验方式对中国当代艺术诸

多问题的再提问，多重提问使井士

剑不得不选择多样的形式和语言，

来指涉更多的可能性。

井士剑的追问
徵羽

渔村夕照之宝俶山麓（油画） 80×100厘米 2011年 井士剑

飘香季节（国画） 179×283厘米 2005年 柯桐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