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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创新要植根历史与现实3 本质精神的回归最重要

●许向群(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人

文缺失要警惕
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

国画的理论体系和创作实践影响是深刻
的，进入新世纪以来，艺术创作呈现多元化
的现状，但是人文关怀和生活气息的缺乏，
应该是当今中国画关注的主要问题。艺术
市场的繁荣和发展，促进了艺术创造的同
时也带来了一些诱惑和干扰。尤其人文精
神的缺失，人文精神的漠视，是一个值得警
示的问题，如何承袭传统的精髓，使现代形
态的中国画能够回归内心世界，是我们每
一位艺术家都要思考的内容。

●顾平(中国国家画院专业画家)：素养

是衡量标准
中国绘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视觉载

体，他反映了中国人的一个审美价值观，
它不仅仅是绘画，还有着文化的精神传
承。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要守住诗情，守
住才情。艺术像一个金字塔，向上走是非
常困难的，而自我修养与综合素质，是衡
量一个画家艺术道路能否走远的标准。

●岳黔山(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
副教授)：回归中出现伪传统

中国画的特点和中国文化的本质，我
们丧失太多，现代绘画距离中国画的艺术
规律和画理画论要求相差太远。今天再来
谈回归，是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
题。但是，在认识到问题，想去回归的同
时，我们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伪传

统的泛滥。虽然一幅作品看上去还是传统
的样式和笔法，但内在的实质和精神已经
完全丧失，是一种假传统。回归，应该回归
到中国画的文化精神上、笔墨精神上，并
非简单样式和图式上的回归。

●丁宁原(山东省美协顾问，山东师范
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回归与出新并不

矛盾
画家要有颗很纯净的心，才有可能

回归到传统和生活中去；如果每天考虑
的是怎么能应付市场，这种思维肯定会
让人扭曲。画家就是要过寂寞的日子，内
心也总是要不断追求探索。现在的创作
题材在逐渐扩大，表现也更加广泛，如何
吸收其他画法的长处十分重要。这种吸
收不是为出新而出新，而是表达对这个
作品的心灵感受，只有这样，才既能够有
回归的稳妥基础，又能够不断出新。

●叶军(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呼唤画之

“魂”归来
当下许多绘画不成功的原因，我认

为是“魂”的丢失。我们的诗情、文气、底
蕴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好追求的呢？好比
中国画包括骨、皮、魂三部分，我们往往
都是追求的一个“皮”。现在不缺少样式，
恰恰缺少的是精神，中国画的回归，实际
上就是魂的回归，所以，我们应呼唤“魂
兮归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明确中
国画的概念和特征，还要调整心态，通过
诗书画印等综合涵养，发挥现实意义。

中国画创新要植根历史与现实4 规范市场保证艺术价值实现

●陈风新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执
行馆长)：市场迫切需要规范

中国艺术品市场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毫无经验到初步走向规
范。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出台了促进
艺术品大繁荣大发展的决定，使中
国艺术品市场在国际艺术品市场逐
渐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但
在繁荣的背后，我们也不能忽视当
今艺术品市场存在的诸多隐患和问
题。成熟的艺术品市场应该有一个
机制，来帮助艺术品顺利地流通和
交易的进行。艺术品市场投资已经
进入了大众收藏的阶段，很多对艺
术品有兴趣的人们，往往因缺乏相
关的知识和经验而退却。及时搭建
权威有效的艺术品市场交易平台，
为艺术品投资者和收藏者加强艺术
知识的普及，倡导人们的理性投资
是必要的。

●杨宁(恒昌拍卖行总经理)：艺术价

值决定艺术价格
拍卖行在作品把关和做鉴定的

时候，需要以新的措施和办法来对付
造假技术。通过2008年和2012年这两
年时间，泡沫被挤掉许多，市场价格
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理性的回归，这
令我们感觉到十分欣慰。艺术品价格
的核心在于其艺术价值，因此，大家
在收藏时要首先用一种平和、理性的
态度，严谨审视其艺术价值，这样才

能对市场、艺术家的创作产生积极推
动作用。而现在市场上也出现一些新
的机制，使艺术品市场能够向着健康
繁荣状态发展，都令人十分鼓舞。

●戴曰礼(鲁鸢美术馆馆长)：市场需

要艺术精品
一个艺术家，首先要有优质的作

品进入市场，才能受到市场的欢迎。
现在艺术市场越来越大，大家对艺术
品的需求也十分旺盛，但是我们需要
的是精品。艺术机构要逐渐推出大批
高质量精品进入市场，搭建平台、藏
画、展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看
到高水平的作品。

●刘宗奎(齐鲁晚报副总经理、齐鲁
晚报书画院执行院长)：打造书画交

易的权威平台
为了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

环境，齐鲁晚报一直致力于打造书画
交易的权威平台，倡导市场回归规
范，创作回归人文精神。本次展览活
动以学术为指导，遴选具有代表性的
实力派艺术家，促成地域艺术交流、
正本清源，让藏家真正认识到什么是
好作品；论坛活动荟萃理论、艺术创
作、金融等各界人士，为梳理艺术现
状、树立正确发展方向做出积极助
推，倡导并规范市场和人文精神的回
归。我们将积极发挥权威媒体功用，
推动书画市场的繁荣。

“婉约派”邂逅“豪放派”
——— 首届川鲁书画艺术研讨会于2日上午举行

“雅墨无界——— 首届川鲁
书画艺术研讨会”2日上午在舜
耕山庄举办。研讨会由山东省
文联副主席、山东省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杨枫主持，三十余位
两地嘉宾围绕川鲁地区国画风
格的形成与发展、艺术家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交流展对两地
艺术发展的意义等议题展开热
烈讨论。研讨会气氛欢快和谐，
亮点迭出，进一步加深了川鲁
两地艺术家的熟悉与了解，促
使两地艺术家在未来艺术探索
上共同前行。

一个秀美，一个磅礴

巴蜀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不
同影响与南北不同的地域特
征，造就了巴蜀婉约、齐鲁豪放
的不同风格。“山东画家的作品
大气磅礴，朴厚雄强，而四川画
家的国画作品，婉约秀美，精美
纤细。也正是不同地域与文化，
造就了不同的流派、迥异的风
格，使中国画焕发出了勃勃生
机。”四川省美协副主席、四川
诗书画院副院长秦天柱如此概
括。而除却画面风格的不同，慢
节奏的人文地理环境也为四川
画家提供了放松、悠闲的创作
环境，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院长刘玉泉认为：游于艺，是巴
蜀文化的艺术内核。与山东画
家身上的担当与责任感相比，
四川画家在创作中更为放松。
但随着信息的传播和文化的融
合，川鲁两地也已摆脱了山水
相隔的阻碍，在多元的艺术景
象中实现了文化艺术的交流、
融合与共通。

潜心静气才可出精品

当下艺术市场泡沫严重，
艺术机构和艺术经纪人对自
己代理画家的垄断、运作造成
了市场的混乱和水分，而部分
画家倾心市场，追逐利润等现
象，也渐成艺术品市场常态。
对此，齐鲁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教授、山东省美协主席团委员
赵英水认为：“好的画家必须

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一定的
创新能力，除了潜心创作多出
精品外，还需主动维护艺术市
场的健康发展。”而对于好画，
四川省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
理事、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教授刘学伦有其独特见解：“艺
术的本质是一种情感交流，是
一种温暖人心的形式。一幅好
画之所以被认可，并不仅仅因
为技巧问题，而是以情感的自
然流露，深厚的基本功，造型
的独特性，浓郁的地域特色为
载体。此外，对传统形式语言
的继承以及浪漫的人文情怀，
也都是评判一幅艺术精品的主
要标准。”

交流促进融合与创新

近几年，中国书画名家精
品博览会作为山东与各地艺术
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在社会上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今年齐
鲁晚报与华西都市报的首次合
作，推出展览交流活动，更为两
地不同地艺术风格的交流和碰
撞起到了促进作用。四川省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自贡市美协
主席张跃进说：“齐鲁晚报和华
西都市报对画家的推广力度都
很大，媒体的宣传和影响，对画
家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我们
画家是最终的受益者。”而通过
此次交流，山东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李兆虬感
受颇深，“通过此次观看四川画
家们的作品，我觉得国画还是
需要远距离的交流。远方的朋
友们带来的作品清新、自然，让
我耳目一新。而从这些作品中，
也使两省画家实现了彼此艺术
的交流和提升，达到了此次展
览和研讨会的目的。”

身未动，心已远

此 次 与 华 西 都市报 的 合
作，是两省文化艺术交流的良
好开端。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
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杨枫总
结说：齐鲁晚报还要长期把这
个交流做下去，而且有可能明

年山东的画家会到四川去写生、
展 览 ，大 家 会 有 更 多 的时间 交
流。而画家刘胜军则诙谐道：“天
下山水之观在蜀，从江河湖泊到
温泉瀑布，都雄秀奇幽，风光旖
旎，身未动，心已远啊。”引得现
场一片笑声。

此次论坛持续了三个小时，

研讨内容丰富，现场气氛活跃。
三十余位艺术家从不同的角度
围绕会议的主题畅所欲言，提
出很多建设性观点，不仅为两
省画 家 的 艺术创 作 开 拓 了 思
路，也体现了美术界和谐交流
的现象，为两省文化艺术发展
起到了促进作用。齐鲁晚报副

总经理，齐鲁晚报书画院执行
院长刘宗奎和华西都市报副
总编辑赵晓梦共同表示：愿意
以此次川鲁交流展和艺术研
讨会为开端，展开进一步的交
流与合作，为促进川鲁两地的
文化艺术发展做出积极努力。

（贾佳）

▲齐鲁晚报副总经理，齐鲁
晚报书画院执行院长刘宗奎

▲华西都市报副总编辑赵
晓梦

▲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
东省美协副主席杨枫

▲雅墨无界——— 首届川鲁书画艺术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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