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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性性情情才才有有真真艺艺术术
“当代中国画的师承与创新”论坛18日在齐鲁美术馆举办

◎李兆虬：传统的师承关系有优势也有弊端

4月18日上午，“当代中国画的师承与创新”论坛在齐鲁
美术馆举办。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美协副主席杨枫，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授韩敬伟，山东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教授、美术学系主任宋丰光，济南市美协副主席李兆
虬，鲁迅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线智，衡水学院美术学院
副院长李涛，以及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马祥和参加了此次论坛。

与西方艺术创作相比，中国画的创作、考评体系中，师
承关系是较为重要的一部分，甚至能对画家一生的言行、品
质、创作起到较深的影响作用。中国惯有的师承关系贯穿了
中国的文脉，从传统的父子相传、家学、师徒相授，发展到当
下以学院教育为主、研究古代传统为辅的教育模式。那么在
当代语境下，面对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碰撞，面对新的教
学模式，如何理解师承关系，如何继承中国画传统，艺术创
作又如何推陈出新，几位导师和艺术家就自己的教学心得、
艺术实践和创作理念，表达了非常宝贵的观点。 文/贾佳

今天我主要是结合我自
己的艺术实践，谈谈在当代语
境下中国画继承与创新的关
系。中国画的师承与创新中，
最常谈到的就是从众与从己
的话题。从众与从己是思维活
动的两面。从众的思维活动源
于主体外部的非我动机，比较
关心社会评价、外界的承认、
奖赏及需求等。从己的思维活
动则是一种主体的内求动机，
比较关心个性、品格、气质和
自身存在价值的追求与表达。
就学习和谋生而言，从众有积
极作用；就艺术创造和形成个
人风貌而言，非从己不可。目
前中国画家的创作状态多半
是从众的，对权威的趋同、对
文化传统的趋同、对需求的趋
同等等，都是为得到承认和社
会上的赞誉，为了满足各种需
要和不被抛弃的一种外求的
非我动机的创作行为，有一定
的积极作用。

但是近年来，我在课堂上

常常把毕加索的作品拿出来进
行赏析。这是要表明：个人的真
性表达，独立人格的建立，自我
价值的追求是创造力的源泉。
毕加索的伟大是与他不断毁灭
自己形成的审美定势和厌恶趋
同性以及不屑那些归属感和稳
定性的强大心理带来的，他的
每一次自我超越都是对原有审
美定势的突破。这个世界能够
不断的发展变化，其动力源自
这种创新精神。

在中国传统的思维中，也
很重破“我执”与“法执”，最终
达到“明心见性”，复归自然本
性，这是中国文人在成就艺术
的人生中，心灵得到深化、锤
炼、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便是
人摆脱先前经验、知识、观念、
习惯的知识活动，使心能从欲
忘的要挟中和知识活动下解放
出来，实现自我精神的自由解
放，从而在不断自我超越和对
原有审美定势的突破中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

说到创新，我想以“草根
儿”画家老树为例，画家老树真
正的继承了中国文人画的传
统，他注重修养，注重感受，注
重诗意，用传统的方式方法表
达了当下广大知识分子、机关
人员、都市白领甚至是普通老
百姓的诉求和现代人的情感，
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共鸣。老树
的诗虽是打油诗，但是和这个
时代人们文化水平的公约数是
一致的，他为自己喜爱的诗，为
自己的社会感受找到了一个突
破口，非常新颖。

为什么很多艺术家的创新
没有得到像老树这样的效果
呢？因为当下很多的中国画创
新还都停留在形式层面上，没
有在画面表达的内容和情感上
去创新。一个有创新的艺术家
只有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只
有回到艺术创造的原乡，通过
对大自然、社会、人生的真切感
悟，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才
能找到艺术创新的突破口。真
性情才有真艺术，才能创作出
既具人文精神、深刻内涵，又有
个性语言的艺术作品。

◎韩敬伟：艺术创作要不断自我超越

◎杨枫：真情实感才是艺术创新的突破口

中国画保持了中国的文
脉，也表现了中国的时代特
色，在形式上和在视觉上都是
以写自然来表现人文关怀，这
个特点是中国画继承和发展
的根。当下的中国画发展就要
像我国的经济，固守传统，也
要对外开放。这种开放与创新
表现在艺术院校中责任重大，
老师既要继承传统，打开眼
界，传授中国画的优秀养分，

也要引导、鼓励学生去学习西
方艺术。我认为韩敬伟教授的
教学方法是非常成功的，这在
此次“会心·独造——— 韩敬伟
师生作品展”中就可以看到，
学生的作品有的传统，有的前
卫，既师从于老师，又不同于
老师，这是我们这些老师需要
借鉴的。这对我省教师的教学
思路和体系改革都有很大的
启示。

◎宋丰光：中国画要固守传统，也要对外开放

艺术家本不是教书的，
老 师 可 以 引 导 学 生 ，但 去

“ 教 ”，还 是 很 困 难 的 一 件
事，而且“师”与“承”的度也
是很难把握的。我举个例子：
当一个人饥肠辘辘，那么他
是选择豆浆油条，还是选择
麦当劳、肯德基？唯有他自己
做主，他选择的艺术的“第一
口奶”至关重要，这口“奶”
会让学生形成自己的口味、
眼光和艺术表达方式，也会
影响他一生的艺术走向。

“大树底下难长草”，传
统的师承关系也造成了当下
中国画“趋同性”的问题，往

往离得大师越近，学生的成
功几率会越小。

我对山水画研究的也
不多，但我觉得我有时看着
都能睡着。我认为：当代山
水画也是当代艺术的一部
分，是需要有当代性和突破
性的。当代山水画或者中国
画都可以借鉴西方艺术中
的养分来拓展自己的表现
语言，画家也要不断地走到
真山真水中，深入生活，深
入自然，才能和当代走的更
近。或许不拘形式，不拘材
料，未来中国画的发展也更
能宽泛一些。

青年作为新时代的艺术
创作主体，十分受关注，此
次论坛嘉宾李涛、马祥和、
线智便谈到了青年艺术家的
创新精神、个人素质和一些
创作困惑。李涛对杨枫的观
点非常赞同，他认为，唯有
相对深厚的文化根基才会有
真情的出现，才能不断拓展
中国画的发展空间，中国画
要实现创新发展，自我的真
性情和内外素质兼修才是艺
术创造的原动力。李涛忆起
在清华读研究生时期，韩敬
伟老师曾带着学生们一起进
入名山大川写生，列书目读
书，从而增强修养，如此内
外兼修，才是一位画家要坚
持走的路。

马祥和认为，对传统的
继承，是同时在两个层面上
进行的，一个是绘画技法和
技巧，另一个是美学思想和
艺术精神。一个优秀的艺
术家要具备工匠的技巧、

诗人的情怀，还要具备优
秀的思辨能力，学会用哲
学辩证法的观点去感受这
个世界，然后才能创造出
感动大多数人的艺术词汇
和情感。

线智也提出了青年艺术
家在创作上的困惑，他认
为：当下生存环境给当下的
中国年轻人带来了很大困
扰，供房、还贷的生活压力
和物质的追求，让中国的年
青一代失去了创新的精神，
往往更符合大众审美的作品
更容易带来物质的丰盈。而
利益就像洪水猛兽，任何人
都无法抵抗，想保持内心纯
朴和真性本初又是多么不容
易，而艺术一旦失去真性情
的表达，艺术的生命力和艺
术价值一一失去，也失去了
创新的梦想。当然也有少部
分人不愿意失去自我而甘愿
寂寞，但这需要一个很强烈
的艺术信念和定力。

◎青年艺术家创新

还需要强烈的艺术信念和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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