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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水墨画中的宁静时光

秦修平：首先要明确一点，即“当代水墨画”与“当代的水墨画”是

两个概念。当代的水墨画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当代的意义在于“当

前”相对于古代或过去而言的。而当代水墨画则是指具有当代性的水

墨作品。当前的水墨画，具体为“具象水墨画”，我个人认为，大致

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笔墨的当代延展，倾向于对笔墨语言的研究与

实践；另一类则是以水墨的方式阐释或模拟图像，倾向于观念的当代

性表述。也就是说，第一类创作的侧重点在于语言的独创性，具体表

现的内容题材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语言，是“怎么画”；而后者

创作的侧重点主要表现在观念性的当代表述上，相对而言，水墨语言

本身的独创性与否显得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内容，是“画什么”。

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而言，可能会有相切的或倾向不明确的，所

以，这仅仅是一种挂一漏万的自家言，只是作为水墨实践者的主观臆

测而已。谈到当代水墨的发展趋势，这可是一个特纠结，特没准儿的

问题，见仁见智，不好讲。尤其“发展”二字，牵扯到一个参照系的

问题，是相对于传统？还是相对于当下？这种问题一考究起来就头

疼，还是不谈这个问题了吧。市场环境就更是鱼目混珠、鱼龙混杂

了，水太深，吃不透，但有一点，大家对待“画的好的不一定贵，画

的差的不一定便宜”的市场“良好”现状，好像越来越坦然了，画的

特不好卖的特贵成为了特自然的事儿了。

谭军：“当代水墨画”是一个很暧昧的词，正如“当代”和“水墨

画”在如今很暧昧一样，我只能臆测地说说自己的理解。我以为的

“当代水墨”是那些反映当代人生存状况、情感特征、精神世界、价

值观、思维方式等等当代特征的作品，同时也是对“水墨”这一暧昧

指代作为物质、精神和方法的源起有深刻理解并付诸探索实践的作

品。相对于独立的创作个体，“当代水墨”这一概念只是一个伪命

题。至于“当代水墨”的发展趋势我个人并未思考过，也认为无此必

要，对其市场亦如此。

徐加存：“当代水墨”一词，应该出现于“八五思潮”后，是对“中

国画”如何应对当代艺术的一种新提法。从一开始提水墨，就与当代

当代水墨画的认识
发展趋势及市场环境

秦修平 谭军 徐加存 刘琦 杜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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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艺术创作发生关系了。虽然用水墨这样一种材质来界定绘画和用

地域来界定绘画都有其不当之处，但用水墨来界定中国绘画好像更能

体现一些东西，如创新探索，如文化身份。对于当代水墨，有很多解

释。我个人认为主要指水墨（或是中国画）的当代性问题。它有两个

参照系：一个是传统水墨；一个是西方现当代艺术。对于这两者，都

应该是继承创新，包容借鉴，即在保留中国传统笔、墨、纸等形式基

础上，对于笔墨的理解更加宽泛，创作手法上可借鉴和运用西方现代

艺术创作中的一些方法和观念，立足当下，顺应时代节奏，尊重自己

真切的感受，尊重当代人的精神需求和关注当代人的生活状态。我认

为，解决好了当代性问题的新水墨必将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格局中占有

重要位置，并会引起国际当代艺术界的关注热情。

刘琦：大部分当代水墨画家都来自于学院，具有学院背景，受到过传

统水墨语言的训练，无论从造型还是笔墨语言都从传统语境中来。当

代水墨既不同于传统复古也不同于现当代艺术，相较于复古，当代水

墨的语言是经过转化的，可以切入当代语境，反映现实的感受。相较

于当代艺术，当代水墨又具有传统的文脉传承，他不是简单的靠挪用

传统符号取宠和眩人耳目，它的研习需要过硬的手头功夫和对历史的

个人化梳理。当代水墨语言的形成需要画家的语言转化能力，介入的

门槛高。同时，当代水墨又具有传统和当代艺术的一些特性，包容性

和可延展性强，而且容易具有文化认同感。但是当代水墨在面对传统

水墨和当代艺术两个成熟市场体系的时候略显尴尬，需要时间介入和

调整，不过就当代水墨的发展趋势和学术价值来看，这些都不是问

题。水墨语言的特性决定了当代水墨本身就具有其他画种不具备的文

化认同感，因为它的语言就来自传统。

有史以来人类文化就是不断交流碰撞的，所谓的全球化其实自古就

有，欧洲文化发端于埃及，印度健驮罗的文化多元性，中国文化的草

原，农耕，汉胡杂糅已经证实。文化认同也只是对本民族文化特质的

体认。活在当下，谁都不可预测未来。当代水墨当下的发展趋势是好

的，也有一些问题，但并不是说原先成熟的画种一点问题没有，每个

画种在过去和未来都会随着语境的转变体现不同的价值，画家自身是

没法改变的，做好自己就好。

谭军《小寒》（局部）360×180cm 水墨 皮纸 亚麻布 丙烯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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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RT:近期的作品“编号”系列、“无题”系列、“拥抱”系列之间

有没有特殊联系，它们之间各想表达什么？

杜小同：他们都是我的作品，除此之外他们的联系我没有认真分析

过。我一直以为，艺术一定是艺术家在表达他所处的时代以及这个时

代变化所带来的个人思考。他可以是身体上的，也可以是情感上的，

也可以是精神的。总体上可以是愉悦,可以是思考,更可以是身心的困

惑。题材和手法就可以更广泛了，所以我觉得虽然是不同系列。但主

题没有变化，变化的是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所带来的内心的调整。以

及由此产生的不一样的精神感受和表达。

IART: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强调“自主”的态度和“自然而然”的观

念，怎样理解这样的表达方式？

杜小同：首先，我的作品还是强调绘画性的，这就牵扯到一个面对传

统的问题。“新水墨”无疑也是回避不了传统的问题。中国传统的水

墨画一直以来都在关注生命。所谓气韵生动，也主要讲到生命力和表

现力，是活的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对应或提升。最终是人的问题。

但要获得这种表达的生动性也就必然要求在研究传统方法的同时产生

自身的语法修辞结构。不管是面对传统还是面对西方。都要有一个独

立的判断和思考.才有可能建立起属于这个时代有价值的文化.这种审

美不是迎合，不是强加的观念，不是风格的呼唤，更不是市场的需

要。他强调过程,强调内心的生长,强调文化自信建立后的从容。

IART: 怎么样理解“写意”，在你的写意作品中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

个性？

秦修平：在“水墨”众多玄之又玄的意义指涉中，“写意”是最具代

表性的了。也正是写意，才令水墨超拔出单纯的材料层面而具有了某

种精神指向——一种涉及品格修养的高贵的精神指向。在水墨画的创

作实践中，对游离、飘忽、悬置的“写意性”的个人化追求，让我们

在感恩传统的同时，又不得不举步维艰地知难而上。借助导师周京新

教授的点拨与教诲，加之这几年的思考与实践，自己对写意的理解，

虽谈不上茅塞顿开却也有了些个人的粗浅体会。无论是为人还是作

画，写意都透着顺畅、不做作之意。在这里，暂且不谈“为人”，单

谈谈“作画”的写意。

没到南艺读研究生之前，“写意”对我而言，是一个熟视无睹、视而

不见的泛泛概念——快、率、草是它的关键词，画不工整就为写意，

因此，也就并瞧不上那种所谓的“写意”。来到南艺之后，这种对写

意的浮泛理解，确实也让我吃尽了苦头，手头已然精到的“作”的功

夫既割舍不下又不想老调续弹，一时间竟不会画画了。导师对写意的

重倡促使我重新思考“写意”的意义。从书法尤其草书中体会“写”

的连绵畅达，又从赵孟頫的《调良图》中体会顺畅笔线与顺畅造型的

妙合，后来慢慢竟也知道了云林子的“逸笔草草”非但不草反而精妙

至极。在真正的创作实践中，尤其是水墨写意人物画，“如书法般畅

刘琦《胡人与湖石》187×48cm 纸本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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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只能是理想，因为将人物的造型调理的如汉字般成熟洗练绝非易

事。由此可知，笔线是否顺畅，最终取决于造型的顺畅与否。处处顶

撞扭捏的造型，其笔墨表现必然是滞碍和做作的。传统造型与笔墨表

现的和谐对应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让我们在调整造型的

同时，也对笔墨进行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造型与笔墨应该是在相

互顺应的过程中各自修正的。

如果说“写”相对倾向于绘画本体语言层面的话，那“意”则倾向于

画面的精神性传达。“意”无对错，但有真伪，所谓真情流露，写真

性情。这种真意与真性情，一定是纯粹的自己的和个性的。做到纯粹

要靠修炼，而做到自己和个性的，则要真诚、勇气和自信。现代水墨

人物画曾经走过一段背离绘画主体精神而导致的千人一面的历史，如

果说那与当时的外力干预休戚相关的话，那我们现在的“千人一面”

就只能归咎于个人的虚伪与懒惰了。只有发自己的声音，泻自己的胸

臆，才能令“写”带有自己的印记。

在“写意精神”滥倡的现下，对“写意”见仁见智的阐释不胜枚举，

用心者自可拨开迷雾、探赜钩深。如上也只是我个人的粗陋理解，晒

于大家斧斫。

IART:你作品中人物的灵感来源哪里，是什么想法使你这样去创作？

秦修平：我创作的灵感或者说是什么东西驱使我去创作？答案是模糊

的和不确定的。但有一点是我自己能明确的，那就是“现实”。这种

“现实”包括我个人的现实状态，社会现实对我的触动以及我应对文

化现状的态度等，总之，我的创作来源于我的现实，注意，是“我”

的现实。

IART: 为什么把绘画当做一种私密性的事情，它所呈现的是你的什么

想法？

谭军：把绘画当做一种私密性的事情，我以为是进行独立、自由创作

的唯一态度。一旦进入独立、自由的创作状态必然会让艺术家孤立于

人群之外，艺术创作这一行为本身即有了私密性。绘画这一艺术形式

相对简便的操作也为个人化、私密化提供了可能。我的绘画呈现的是

我个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因而绘画即成了一件很私人化的事情。另

外，我的绘画是一种真实、真诚的呈现，在这些内容的酝酿和呈现过

程中，我尽力追求个人的极度坦诚、专注自我和流畅表达，因而尽力

避免可能的干扰。

IART: 将绘画当做一种“自赎之路”，怎么理解这个想法？

谭军：绘画，或者说艺术，对我而言，是我表达自己最重要的途径，

也是我抵抗或逃避现实生存处境的方法。我觉得，随着自己的成长，

对作为个体的自己、人群、人性、具体的生存环境和状态的认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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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一种威胁，它们在帮助我成长的同时亦试图摧毁我，我想成为我

自己以及怎样的自己都是非常艰难的事情。绘画让我能创造一个新的

“世界”，在绘画中通过创造出一些特定的形象和亦真亦幻的意境，

我纾解了自己的情绪，也构建出另一个貌似无力却是温暖、静谧、永

恒的精神净土，在这个反复构建的过程之中和之后我都因此而获得了

某种独特的幸福，也获得了一些力量和勇气去面对个体的存在。

IART: 去西藏援教，这段特殊的经历对自己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

徐加存：西藏对我来说很重要。这六年的援藏经历让我的内心变得更

强大、更开阔了，对待一些事和物的态度也比较坦然。我经常去思考

一些终极的问题和内观这个存在的自我，对生命意义理解和感悟都慢

慢渗透到了我的创作中我的树中。

IART: 作品“夜晚的树”系列想表达的是什么？

徐加存：画树其实就是在画我本人。

I ART：你作品中的人物、动物大多跟自己的生活有关，什么样的原

因让你在艺术创作中去关注这些身边的事物的？

刘琦：一直以来都在思考造型和语言的问题，希望通过造型的塑造产

生自己的语境。原先是思考怎么画，现在是想画什么，但最终都是自

己的体验或者是妄想的投射。期待自由。跟自己的生活有关，也跟原

先学习时感兴趣的画家有关，喜欢单纯的绘画本体，不喜欢点子艺

术。我的创作思路来自于现实，但是我想表现的是不同于现实的意

味。有些事情，人触动我，经过沉淀会在头脑里泛出来，日常体验的

杂糅变成自己的东西。

I ART：截止到现在，你的博客标题已经更新到了“764”，而这个

数字正代表了你写了764篇日志，日志里大多纪录的是你的创作生

活，纪录在艺术创作中对你的帮助是什么？

刘琦：我的第一篇博客日志大概写于六年前，当时很多朋友都在写，

没想到写到现在，764不代表764天，他代表了我的一种坚持，跨度

六年，从第一篇到现在可以清楚真实的看到我的生活状态的转变。有

时候也会看看前面的我，对比现在的我，过去不能代替现在的的我，

还是活在当下吧。里面也贴了我的画，从开始对造型的研究到现在沿

着这条路走来，脉络清晰，尤其是里面朋友对自己的画的评论，得到

鼓励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当时潘汶汛，黄丹，等水墨的朋友都互相看

博客，了解各自的生活，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丰富。现在微薄代替了博

客，微信又代替了微薄，好多朋友都不写博客了，我还是想能坚持写

下去，记录下去，看看十年后自己的样子。 杜小同《远方》（局部）285×194.5cm 水墨宣纸 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