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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今日济南

中国美术创作课题名家系列经典聚焦

山水写文心
——— 王平山水画创作访谈

人文与文人

记：不少人在评论您的画
时，常用到“文心”或“文人”两
个词，对此您怎样看待？

王：每个人的艺术气息都不相
同，中国传统艺术有庙堂气、书卷
气、山林气、市井气、江湖气之分。
当然，气不是玄虚之物，而是人的
一种内在呈现，与个人的修养、经
历、追求有关系。在创作中，我仰慕
且主动追求文气，同时，通过诗书
画印等综合素养修炼，别人也能在
我的画中感受到文气。我的作品不
论是没骨还是淡墨山水，甚至细节
上的个性创造，都是传统文人精神
的一种延续。

记：那您对中国传统艺术
中的“文人画”或“人文精神”又
有着怎样的理解？

王：古代文人画带有文人情
趣，是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形
式。近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五四之
后中国画创作由“人文画”到“画人
文”的改变经历。五四之前，中国文
人画主要注重生活经历、自我感情
抒发结合等，新文化运动后，艺术
也随社会变迁发生了改变：旧时文
人、知识分子怀有“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操，注重个人
情怀的抒发；而新文化运动的基本
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文人
角色定位开始向社会公共知识分
子转变，讲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
思想”，这种社会背景下的文人，创
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倾向于社会
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出现了大众
化、现代化的倾向，借助绘画抒发
积极的、公共的思想。从此，一部分
画家开始旗帜鲜明的走向生活，比
如赵望云走进西北民间写生，张大
千走进敦煌石窟研究、保护传统
等。后来，他们的创作又更多与解
放国家、民族独立结合起来，像钱
松喦的《红岩》，傅抱石和关山月合
作的《江山如此多娇》，李可染提出
要为祖国山河立传等，现代工业文
明中出现的拖拉机、电线杆也与时
俱进的出现在画面中。可以说，他
们画笔已经走出文人画固有范畴，
主动与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抽象
主义进行结合，开始了反映民生的

“画人文”历程。但是，中国绘画的
文人精神仍然贯穿其中。

外师造化 兼济南北

记：山水画需要写生体验
生活，您又是怎样注重写生，外
师造化的？

王：我毕业后在《美术报》工作

了十七八年，做记者常需东跑西

颠，走过了许多地方，近到我国黄

山、华山、新疆、青海等地，远至埃

及、印度、尼泊尔、美国、欧洲、澳洲

等国家，看过许多自然风光、文化

古迹，采访过全国各地的美术展览

和艺术家。那时候，亚明、关山月这

些老先生都在，我有幸能同他们深

入聊天，聆听学习；而遍历山山水

水，也是所学理论的一种印证。现

代交通的便捷，让许多古人无法想

象的事情成为现实。

记：所以您的山水创作也
是突破了南北之分的。

王：山水创作自古有南、北之

分，主要是由于社会、科技条件限

制，写生创作难以突破地域限制和

地域文化熏染造成的，而现在我们

可以轻易到达世界的任何一个角

落。我生于安徽，在浙江生活学习，

但作品绝非仅限于江南的书斋雅

文、山水云雾，而是灵活运用淡墨、

积墨，线条变化，表现出心目中的

文人山水图景。审美境界感受不

同，作品也会不同。在路上不断遇

到新鲜的风景，总会激发新灵感新
技法，增强学习的主动性，突破南
北也是理所当然的。

理论与实践

记：作为美术理论家，在看
自己的作品时又有着怎样的评
判标准？有没有“眼高手低”之
虞？

王：以文人思想来评论别人绘
画，当然也会以此给自己一个评
判，这既是一个标准，也是自己创
作的出发原点。当然，具体艺术创
作的时候，思想家并不等同于艺术
家，思考也不等于真正下笔。想法
是理性，下笔是感性，可能会出现
想法太多限制创作的情况，但大部
分情况下，绘画还是情感的真实抒
发，难以用严格制度约束制衡。

“眼高手低”在我看来，也是一
种好的状态。眼光比手高，起码说
明你还能往前走，如果“手”比“眼”
高了，进步的空间可能就会很小，
毕竟艺术观念还是很重要的，会带
来方法和状态的变化。在今后的创
作中，眼光需要提高，手下功夫也
需要提高，只有这样才能完善艺术
修为，形成强烈的艺术面貌和艺术
观念。

记：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您
有没有过理论名望掩盖绘画成
就的惧怕？

王：其实我并没有把自己定位
成“理论家”或者什么家。选择了这
样一个职业，会让大众容易有这样
一种定位，造成自己潜意识中也多
少有些这样的认识。但是，当初选
择了画画和考美院，最原本的愿
望还是创作。在我心目中，最理
想生活状态就是为别人做事情，
画自己的画，而不希望以画画为
谋生方式，这样才能无拘无束的
做探索。让别人把自己圈定在一
个画家的身份上，顾虑如何让画
得到社会藏家认可，是件很累的
事情，甚至会让你感到绘画不再
那样令人愉悦和可爱。总体来
说，现在的生活还是按照我希望
的方向来继续，在忙碌的时候偷
闲画几笔，在紧张中感到一丝放
松和享受，陶醉自己、获得愉悦。
所以，我内心中并没有理论家与
画家名望间的掂量，也无所谓惧
怕和顾虑。 （东野升珍）

格王平

王平的山水画有着可贵
的文心、静气，他的作品多为
积墨法的运用，吸收“米家山
水”画法，淡墨重叠以求画面
深润、厚重；另一类倾向于重
墨厚积，构图多大山大水，画
面求苍茫浑厚，回味悠长。他
的作品始终追求人文精神，
是山水画家中非常具有升值
潜力的一位。

推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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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同
年进入中国美术学院与浙
江日报社主办的《美术报》
工作；2004年中国美术学院
国画系山水专业研究生课
程班结业；2008年中国美术
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现为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艺术
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画
学会理事，文化部青联美术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国家画廊》执行主编，《中国
美术报》执行主编，《中国美
术大事记》特约副主编，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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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导师。系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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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画家书法》、《笔
墨传神韵——— 中国书画》等
专 著 ，个 人 画 册《 水 墨 制
造》、《王平没骨云山小辑》
等，主编《当代水彩画艺术
文献集》、《全球化语境中的
中国水墨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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