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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东省文联和齐鲁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会昨日在舜耕国际会展中心完美落
幕。作为此次博览会的重要活动，“回归本体·重塑精神——— 第四届中国书画市场健康发展论坛”也于15日下午在
济南隆重举办。近三十位来自全国的著名画家针对“回归本题·重塑精神”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牛克诚(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
究所副所长)：

今天这个议题既有学术性，也
有现实性。回归本体促使我们去认
识中国画到底是什么？中国画既有
工笔制作等讲究工夫的创作方式，
同时也有书写性、抒情性的写意创
作方式。这也正和中国古代哲学审
美中儒家讲究人工之美、绚丽之美，
道家讲究无为、自然、清淡的审美哲
学是相对应的。与中国文化中儒道
互补的和谐体系相通，工笔和写意
二元调节，促使中国画内部不断滋
生新的力量。

近代以来中国画的概念不断拓
展，一个是“窄画”——— 用水墨的东
西消解对中国画的理解。还有一种
扩大、拓展式的方向——— 创作工具
和方式的拓展。但无论怎样拓展一
定有内在精神的根据，这就是中国
人的哲学方式、思考方式、感受方
式、观察方式，通过美术体现出来。
我想正是要把握精神层面的核心部
分，才把握了中国画最本质的东西，
中国画的创作才会在一个最合理的
状态下展开。

刘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授)：

中国画对本体语言的挖掘存在
一个“边界”问题。如果一味强调传
承，很可能削弱了它的生命力，如果
过多吸收外来文化，又可能出现中
国画本质语言的“西式”化。所以在
引进的同时如何消化、吸收、转化为
本体语言非常重要。不能以所谓的
创新来颠覆或者改变对中国传统画

的认识，但同时我们也不能过于“一
刀切”，过于提防外来的进入和吸
收，否则中国画会失去前进的动力。

我们常说，“自己拽着自己的头
发离不开这个土地”，原因就是我们
自己身上流着传统的血液，传统文
化的精髓改变不了，只会去想如何
在弘扬它的同时把外来的东西融进
来。所以我想将来的作品应该更多
的从作品品格、意境、精神层面上来
弘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姚震西(北京画院学术部副主任)：
我们现在和传统是处在隔河相

望的状态，说实话很难回到我们认
为的优秀传统里面。但是我们应该
要寻找一种途径或方式。中国画的
核心问题，就是笔墨与其所具有的
独特文化的立场和观念系统，而且
按照自身的系统和自身的逻辑去发
展推进，这是符合回归本体的。我们
要思考如何通过笔墨的一个新的形
式来推进中国画的走向，以一种新
的观念、新的内涵在中国画的语言
表达上去完善，从而我们一起进入
当代中国画一种新的语境或者新的
境界。

马硕山(中国国家博物馆画家)：
这几年大家都在学黄宾虹，大部

分学了皮毛，没有真正领会到黄宾虹
先生绘画内在的东西。黄宾虹说“无法
不足观”，没有下过基本功，没有从传
统中来的画不耐看。他又提到“而泥于
法者亦不足观”，有些作品完全陷入临
摹、临习，这样的画也不足观。黄先生
又说“夫惟先求乎法之中”，画画还是

要从传统入手，学中国书法、诗词歌
赋，学习传统的基本功。最终黄先生谈
到“终超于法之外”，你把这些东西学
到手，在生活当中去观察、去写生，然
后再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的画、这样
的作品才耐看、耐读。

周石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
院画家)：

一个画家最终要完成一个任务
就是要立法，若没有自己独特表现
的方式和方法，所谓的扎根生活都
是假话。李可染先生是到生活当中
发现逆光的，黄宾虹大师也是在生
活当中发明了一套画法。这就是要
到生活当中发现美，是最根本的，我
也是从生活当中发现自然，然后转
化为笔墨，这就是画家要完成的一
个很重要的事情。所谓的回归本体
实际上就是回归中国文脉，这是一
个大的本体，是雅正之音，而塑造精
神就是写意精神，这是大方向，其次
才是艺术和个人的修为。

李晓明(中国艺术研究院画家)：
我这个年龄层的画家，基本都

是通过西画学习后来转到中国画，
对于西方画家的了解比较多，西方
的教育为什么把中国泱泱大国给

“俘虏”了呢？因为直观、科学，能够
一下子上手。但是我们中国画教育
恰恰是师傅带徒弟，让中国画学习
不是那么容易“上道”。这是因为：我
们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切入中国画本
身的那种本土的技巧上来，这实际
上应该是我们整个中国画界都值得
思考的问题。

韦辛夷(山东省美协副主席、济南市美协主席)：

自2012年以来，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会先后推出了“学术·
市场·责任”、“创新·融合·发展”、“价值回归·多元拓展”三届中国
书画市场健康发展论坛，我省以及全国众多艺术家针对艺术品市
场的发展走势进行了深入探讨辩论，已经深入人心。

一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
其讲话精神延续了73年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
神，以“马列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这个角度来体现
的文艺方针。同时，我们还会充分体会到总书记从三个角度谈的
文艺情况：第一，人民性，第二，是非观，第三，时代感。这一年来，
各个单位，包括我们美术界都在不断地实践、体会，已经做出了非
常有成效的工作。上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繁荣发展社会主
义文艺的意见》，主打词就是中国精神，要“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
柱，建精神家园”。中国精神至少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是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第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一
个是民族精神，一个是时代精神，这就构成了中国精神最本质的
内涵。

我们今日论坛的主题就是要谈“回归本体·重塑精神”，这和
我们国家的文艺方针非常吻合，是合拍的，在总书记发表文艺座
谈讲话一周年之际召开这个论坛，非常有意义！

第四届中国书画市场健康发展论坛10月15日在济南举办

回回归归本本体体 重重塑塑精精神神

汪港清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画系主任)：

现在很多年轻艺术家迫不及待
地在画面中彰显自己的绘画语言，
包括造型、色彩。其实，一个人的个
性发展应该是一个渐进性的发展，
艺术需要历史和时间对语言进行锤
炼。中国文化是讲究一个中庸、和谐
的东西，“唯新主义”和“谈新色变”
这两者都有些极端，画家的艺术面
貌也要注重生命的体现和表达观
念。现在社会各种渠道的信息非常
广，把根基扎在中国土壤后，吸收更
多视觉艺术、舞台艺术、设计艺术，
在中国画里慢慢以一种渐进性的风

格演变是比较符合艺术发展规律
的。

李兆虬(济南市美协副主席)：
昨天晚上看中医书，其中讲“消

化”，这个“化”是转化，将吃下去的
转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是一个健康
的状态。中国画界拜师现象十分严
重，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好多学生只

“消”，没有“化”，而且有的老师不愿
意你“化”，从而造成了“消化不良”。
有的学生尽管想“化”，但老师画猫，
他就画狗，老师画豹，他就画虎，比较
懒惰，没有原创性。我认为学生要突
破老师的层面，继续往前再走一步，

可以一手伸向西方、伸向传统、一手
伸向民间，想尽一切办法往前走。

卢晓峰
(山东艺术学院讲师、青年画家)：

风格建立和自我突破应该源于
生活中的真实，因为每一种艺术样
式都是我们在生活里面的一些经历
和感受积淀下来的一种成果。当我
们的人生体会变了以后，相应艺术
语言形式肯定也要跟着调整，这种
调整或者突破应该源自这种真实，
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如果没有任何
真情实感，去造出一种艺术形式，那
么艺术价值也不大。

于新生
(山东省美协副主席、山东工艺美院教授)：

市场进入冰冷期，对画家来说也是一件好
事，因为书画市场热，书画家的心态也在发热，

“订单”多，也让业界产生了一些粗制滥造、不太
诚心的作品，这些作品跟市场上一些通俗的东西
结合较密，从而脱离了他的内心。这种内心，不是
一种迎合性的体现，而是一种主体精神的体现，
是画家对自然、社会、艺术自身认识到的一种真
实反应，也是艺术家要认识、要做且该做的一种
本体。现在艺术市场有所冷清，艺术家必须考虑
今后的艺术方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情。

周尊圣(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画家)：

我想谈谈优秀作品和书画市场的问题。作为
艺术家，在推动市场繁荣的情况下，要更多创作
出有经济效益，又能反映这个时代或者被这个时
代所接纳的作品、正能量的作品，给藏家很好的
收藏，若干年以后再看，这也是一幅正儿八经的
作品。一个画家只有多画点好画，无愧于这个时
代，无愧于收藏家，才是做的比较有意义的事。

银小宾(湖北美术学院教授)：

我们以前一谈艺术和市场就谈虎色变，实
际上不是这样。我到国外考察，牛津大学、哈佛
大学很早就有“艺术市场学”这个学科。任何一
种进入市场的商品，我们通过市场行为来使商
品最大的体现供求价值的最大化，或者通过博
览会的形式能够推进艺术作品的价值与市场价
值更加贴近，更加吻合。

陈运权(湖北美术学院教授)：

艺术市场火热的确带来一些好处，大部分画
家衣食无忧，有个好的创作环境。但是媒体、画
廊对画家过度的炒作，也混淆了社会标准。我
认为：在市场的低谷期，画家、理论家、教育工
作者都应该开始梳理学术和市场的标准，遵循
市场的规律。尤其在山东这么好的一个市场前
提下，更应该有一些相对好的游戏规则和学术
标准梳理，这种梳理对于下一代艺术家的成长
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肖蓝(湖北美术学院教授)：

画廊对于本体和精神也要思考一下，作为市
场它也有它的规律，当下书画市场好像跟股票市
场有点类似，投机的成分比较重。作为画廊应该
去掉一些投机和短线的运作模式，更应该看到艺
术家本人的艺术观念、人品、创作理念，全面推
敲，而不仅仅是市场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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