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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艺术术修修养养比比笔笔墨墨技技巧巧更更重重要要
“韩敬伟师生创作交流会”在齐鲁美术馆举办

系列之八

4 月 1 8 日 ，“ 会 心·独
造——— 韩敬伟师生作品展”在
齐鲁美术馆隆重开幕；当日下
午，在齐鲁美术馆五楼稷下学
宫报告厅举行了“韩敬伟师生
创作交流会”。韩敬伟及21位
学生就师徒相授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如何提高审美眼光，
提高自身修养等方面进行了
交流探讨。交流会不拘泥于形
式，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进
行。期间，韩敬伟就学生的展
品做出具体评析，现场教学，
他凭借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
和深厚学养，对学生提出的问
题答疑解惑。

本是同根出，面貌各不同

噪王东(辽宁科技大学建筑与艺术设
计学院副教授)：

我之前一直画工笔，现在更希望用
水墨去表现写意人物。每个人的审美是
不一样的，不能因为韩老师画山水，我就
必须画山水。今天这样一个师生展，形式
真的很多样，艺术理念不同，侧重点有
别，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形象的，我觉得
各位师兄弟都具有了艺术创作的主动
性，考虑的东西逐渐的完善，渐成自己的
风格，但还需要在深层次上继续挖掘。总
体上，我们的思想内核源自于韩老师，在
外在形式上不能照搬。

噪线智(鲁迅美术学院美 副教授)：
在鲁美待那么多年，很多老师的艺术

观点各不相同，韩老师也倡导我们要有自
己的个人风格。每个人在意识形态上是有
夹角的，夹角不同，必然会有理解上的偏
差，不要因为我们艺术观点的不同，而导
致感情上的疏远。所以需要大家交流，展
览，研讨，这样才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不
断提升自我。

最近我一直思考“智慧”的意思。“智”
是认识事物的差别，“慧”是认识事物的相
同性。师兄弟的相同性是韩老师，我们都
师从于韩老师，我们和老师的相同性在

“道”，艺术家是强调差异性的，艺术家所
追求的个性怎么体现呢，我想还是因认识
事物的夹角问题表现在画面中的个性差
异吧。

噪付晓东(独立策展人、艺术家、批评
家)：

韩老师早期就着手开放的实验教
学，这对我之后研究当代艺术影响很深。
在这个教学体系中，使我非常容易的对
接当代文化。韩老师曾经教导我们对宋
元山水的临摹，对笔墨的苛刻追求，对阿
恩海姆经典著作的阅读……这些基础性

的学习使我能够自由的穿梭于传统艺术
和当代艺术之间，能够接受新的艺术观
念，聆听其他人对同一艺术门类的不同
理解。

噪韩敬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
士生导师)：

学术性，不是一种重复的东西。本次
展出的作品，每一张画都有自己的审美想
法，风格各异，这是很好的气象。在坚持自
己的艺术理念下，前进一小步就是不得了
了，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学术研究方
向。

教师是核心价值的发布人

审美眼光决定艺术格调

噪郝国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
我很想谈谈老师和学生之间相像的

问题，我认为艺术家就是教师，这里面存
在一个身份的问题。教师和艺术家对艺术
的认识不应该是一样的，教师应该具有艺
术的宽容性，面对多个审美来源，每个人
的审美取向和对事物的感受是截然不同
的，不应该去改变而是去启发。艺术家必
须有艺术专注，他对某一方面有一种偏执
的坚持，但是在审美上必须合乎艺术发展
趋向。

教师和艺术家实际是两个坐标，但
是现实中往往艺术家充当了教师的身
份。在艺术创作中，教师往往把自己的坚
持灌输给学生，学生亦步亦趋。但是韩老
师注重启发学生找寻自己的偏好，他又
非常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他对“道”的
理解，胜过很多人，我觉得是真正的学者
型画家。

噪王洋(鲁迅美院硕士)：
从韩老师那里学到的是如何面对自

己的人生，而不仅仅是笔墨的具体运用方
法。我在画画的过程中体会很深，自己画
的一笔一墨，承载了我对人生的一种态
度。人在情感上是不可设计的，从而在画
面中的追求也是不可复制的。

噪陈顺尧(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硕
士)：

韩老师的学术体系，是一个宏大的
构架。这次展览，所有的参展人员，我觉
得还没有把韩老师的思想精华发扬光

大，在今后的创作中还应该再做的扎实
一点。现实创作中，淡泊明志，无欲则刚，
应该向内探求，在这个主体下，逐渐培养
对事物的感情。

噪韩敬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
士生导师)：

作为教师，不是教学生知识点，应该
为学生设计出一生的学习方案，给出一个
综合评估。教师是帮助学生成长的，是核
心价值的发布人。

噪付晓东(独立策展人，艺术家，批评
家)：

我从研究生毕业到现在已经12年了，
毕业之后我一边在学报当编辑，一边当韩
老师的助手，帮老师代课。２０08年从鲁美辞
职，游学世界名地。这与韩老师说的游学观
念有莫大的关系。韩老师反复的讲过，人生
的三个阶段，即学习阶段，谋生阶段，融会
贯通阶段。这和柏拉图的观点相类似，必须
要切实的结合实际的生活事物，才能理解
如何去正确处理它，再回归到书本，方能理
解这些东西是有针对性的。

游学阶段，结识了很多文化名人，收
获良多，但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山水画因具
深厚的传统功底在所有艺术门类中是最
棒的。山水画充分体现了中国道家思想和
哲学观念，承载了中国人的特殊思维方
式。韩老师经常讲“道”，我之前不懂，但现
在看来它是最根本的东西。中国的思想体
系成熟比较早，很早之前就形成了精神性
和物质性合二为一的思想，所谓的天人合
一在中国的山水画里体现最好，山水画中
山川、树石等审美对象可以在任何山野中
找到这种审美体验。

噪韩敬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
士生导师)：

读书、思考、写东西对一个画家来讲
非常重要。你不研读100本以上的书籍，就
不要触碰艺术。付晓东虽然很多年不拿毛
笔画画了，这次展览的作品，格调却很高。
我多次说绘画的技术不是问题，最后还是
归到审美，要通过学术交流和阅读来提高
自己的修养。审美眼光和格调紧密相连，
眼光看到了哪一个层面，绘画的格就定在
了哪个层面。如果表达事物的技术不行，
可以表达的差一点，但是必须要有审美眼

光。要鉴赏，要交流，领会世界大师在感受
什么东西，看他们的审美在哪个层面。绘
画技术性的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是可以
解决的。但如果没有审美，就只徒有形了。

人类对审美的判断是有定数的，对和
谐的欣赏，对崇高的欣赏，对优雅的欣赏
永远不会改变。在建立审美的时候，不能
标新立异，标新立异只能是昙花一现。为
了追求某种新意，搞丑恶的东西，失去了
大的审美需求，虽一时扬名，但不会成为
主流，反观中国的老庄哲学为什么经久不
衰，就是因为它符合了中国人的审美。

画家最大的修养是发现自己的天性

噪杨大治(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
师)：

国画通常不关注自己，多表现美好的
事物。可是，当我发现环境有问题，雾霾严
重危害人的身体健康时，开始考虑生死问
题，后来我做抽象艺术的尝试。我希望我
的生命本体是源自心灵本体的创造，能够
去除人间物欲的杂质，涤荡心胸。

对于韩老师说的“道”，我觉得是“道
理”，观者欣赏画面舒服不舒服，首先自己
看着舒服，和自己的内心表达是吻合的，
是内心真心需要的，你才能从这个“道理”
中受益。

噪刘伟(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
院教师)：

目前我对自己的绘画状态不是很满
意。即使在解决了画面的技术问题，也很
难达到满意的程度。面对生活的压力，赚
钱、养家、育儿，对艺术创作方面倾注的
精力有所减少。借着韩老师举办展览的
机会，各位师兄弟集中展示近期的创作
成果，通过交流，不断提高。生活中大家
都有惰性，我想如果定期举办这样的展
览，无形中会给自己一个压力，能够不断
提高自我的艺术修养。大家内心都有一
个想画画的情结和愿望，我觉得只要动

手了，不管是在画面上还是思想上都会
有所进步。

噪韩敬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
士生导师)：

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即刚才付晓东
讲的学习阶段、生存阶段、提高修养的阶
段。在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我们需要提
高自己的修养，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在艺术创作中，要关注到自己内心所想，
人的天性所悟。人性的自然状态就是

“道”，天性就是“道”。画家最大的修养是
发现自己的天性，这才是真学问。

“会心·独造——— 韩敬伟师生作
品展”开展以来得到了省内院校师
生及艺术工作室的欢迎。据齐鲁美
术馆工作人员介绍，几天来，接待了
一批又一批艺术院校的师生前来参
观，就韩敬伟多样性的艺术实践进
行现场学习。齐鲁美术馆作为公益
性的展览馆，承载着文化传播的使
命，特别是对接高校，建立美术教学
实践基地，实现了学术共建的引领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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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敬伟师生在齐鲁美术馆稷下学宫学术报告厅进行研讨 李振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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