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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第二届书画市场发展论坛又如约而至。面对今年的艺术创作和市场情势，论坛主题定位为“创新·融
合·回归”，希望艺术创作者能够积极、有效创新并融合各家之长，希望艺术市场参与者能够回归人文、回归精神、回回
归理性，以更加稳健的态势向前发展。参与本次论坛的众位艺术家、艺术机构和媒体人员，分组讨论、深入分析，在
搭建规范市场平台，重视学术、弘扬人文精神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文/东野升珍

中国画创新要植根历史与现实

●许俊(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中
国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在继

承基础之上求新
如何准确地把握中国画的创

新精神，如何在中国画中体现创造
意识，我认为，首先要在纵观历史
中理清文脉，继承优秀的传统。其
次，中国画本身所体现的是人类崇
高的智慧和品格，我们绘画不但要
强调纯粹性，更要强调中国画语言
自身的表现力。第三，要在当代发
展创作中创造自我。宏观上把握文
脉，微观上清研画理，才能创作出
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在不违背艺
术发展特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
上求得创新。

●韩学中 (中国艺术研究院专业
画家、中国画院教学部主任)：创

新是人与生俱来的潜能
我认为创新是相对的。今天我

们创作的作品，在这一刻被认为是
新的，再过一两百年，就会被认定为
是旧的。但是，它代表了当时的那个
时代。石涛先生所说的笔墨当随时
代，就有这个精神在里面。在“搜尽
奇峰打草稿”的时候，也在试图往新
的方向去思考去尝试，这都是创新。

《三字经》中讲到，人之初性本善，性

相近习相远。创新是与生俱来的本
能，没有创新就没有钻木取火，就没
有我们人类发展的现代，历史如此，
绘画亦如此。

●刘选让 (中国艺术研究院专业
画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刘选让
创作研究室主任)：创新要考虑社

会接受度
中国画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
审美，但创新不应是无源之水，而
是要把握传统文化的创新，我们的
根基是传统文化，因此中国画就是
要承载我们民族的文化。当然，画
家在追求自己的风格和独到的语
言体系的时候，还要考虑到社会审
美功能和社会接受能力。

●梁文博(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把

创新理解为变通更贴切
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不否

定前者，有一个词叫变通，创新是
在前人基础上变通一下再发展。每
类画法都会被人研究得炉火纯青，
因此，我学传统也好，再发展也好，
都离不开变通。后人就是在前人的
各个画法的基础上，去变通出自己
的画法。

融合是辩证吸收的过程

●王平(中国国家画院艺术信息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画学会理事)：

融合要为我所用
融合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一

个很重要的特点。中国书画历史中的
革命派、固守派、改良派，差异只是各
自把握融合尺度的不同，也正是这些
把握尺度的差异，也就决定了这些大
师在艺术上存在的高下之别。最关键
的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中，要做到
学为我用，能够“通则变”。不论是西
方艺术还是亚非拉的艺术，都是可以
融合的，都可以作为发展中国画的一
个重要的因素。归根到底，我们今天
谈传承也好、融合也好，目的就是为
了中国画的发展。

●秦天柱(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学习他人不能忘本

我们中国书画是非常优秀的，根
本没有必要因为要融合、要学习，轻
视了自己本身的文化。中国的笔墨是
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东西，所以一定
要坚持传承好。其实，创新基本上也
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问题。因为世界
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那人还会相
同吗？只要我们的思想可以准确地表

达，可以根本不用担心会与谁“撞
车”，大家都有各自的风格。

●李铁生(中央美院副教授)：创新

是精神的转化融合
从我的角度出发，这个题目应该

是回归、融合和创新。回归是指回归
自然、回归本性，创新是一种意识和
精神状态，融合更是一种宽泛的概
念，是一个精神上切入点。纵观历史，
没有一个大师和另一个大师走过的
道路是相同的。因此，物象要通过我
们的笔墨、精神转换成创新，这个阶
段实际上就是融合。

●赵初凡(解放军总参美术创作院
艺术委员)：融合要天衣无缝

世界已经是一个地球村，能够了
解的事情非常丰富，因此中国画也应
该是开放的。作为艺术家，怎么把真实
感受变成自己的作品，是值得思考的
问题。融合不是简单地加在一起，而是
天衣无缝的、让人感觉到很舒服的交
融，散发出新事物产生的一种惬意。作
品最重要的是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可
以把东方、西方，音乐的、文学的、舞蹈
的各种因素巧妙地融合到作品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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