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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书画发展论坛举行，众名家纵论书画创作

玩玩另另类类让让中中国国画画不不再再纯纯粹粹
文/本报记者 师文静 摄影/王鸿光

论坛的主题之一是中国画
创作的现状问题。中国艺术研
究院专业画家、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刘选让创作研究室主任刘
选让称，就中国画创作而言应
该是传统延续的问题。“宏观去
把握中国画的创作，就是传统
到现代、生活到艺术、时代到审
美的问题，这三点必须是画家
要掌握的，无论是山水、花鸟还
是人物画，都离不开这三个问
题。这三点是一个艺术家一生
默默无闻去追求的，画家在创
作过程中，要看其对中国画有
多少功底，就得看这三项工作。
只是做到什么程度，其作品承
载的文化含量、审美含量、文化
积淀就有多深有多厚。”

对于当下的中国画创作，
刘选让称，创作是丰富多彩的，
但是问题也很多。“中国画创作
的延续性是存在的，但是也有
很多人追求新奇、偏怪的东西，
玩另类让中国画不再纯粹。这
实际上是一个技法的探讨。因

为这是多元化的时代，人们见
识得多了，大家运用的工具也
多了，包括电脑都会影响到我
们艺术创作的思维和形态。新
思维会丰富我们的文化，丰富
我们中国画创作的方式，这是
应该存在的，但是不要走极端，
不要做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刘选让称，新奇怪异的中国画
作品不能让观众在作品中得到
绘画语言本身所带来的审美，
更别谈这些作品会承载什么文
化底蕴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中国
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许俊则
称，绘画作品争相模仿，以及绘
画理论上的人云亦云是当下中
国画创作最大的弊端。“中国画
创作单纯地从古、从众，创新则
强调否定旧的追新求异，这是个
大问题。另外，人们常说书画之
道，不在学而在悟。画是给别人
欣赏的，很多画家却以绘画语言
的晦涩为上，反而失去了绘画本
身的意义。”

中国画创作需延续传统

“偏怪新奇”易走极端

谈到中国画的创作，就离不
开对书画市场的探讨。“市场问
题不应该是一个画家终身关注
的问题，如果画家终身关注市
场，问题就大了。拿画作去交易，
去作为索要钱的条件，这是不对
的。应该是你创作的作品得到大
家接受的同时，有些有经济实力
的人去收藏它，这才是正常的过
程。”刘选让称，画家应该明白，
钱是随着时代而流失的，画家能
留下的应该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文化产品，它们给大家的精神享
受。

而 对 于 画 家 与 市 场 的 关
系，刘选让称也应该辩证地去
看。“想着市场的画家是失败的
画家。张择端、齐白石这些大
师，谁也不会想着市场去创作。
齐白石等大师画家的画价值连
城，但是他们在作画的时候会
考虑市场的需求吗？要是总考
虑到这幅画能卖多少钱，画家

就毁了。画家的责任是让画作
承载时代、肩负历史，而不会拿
到市场上卖钱。”

刘选让称，他包容地看待画
家与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画
家需要经济基础，需要买笔墨纸
砚，一个画家凭着自己的工资
去画画也确实很紧张。历史上
的画家们都有人给他们赐赏，
提供食品。现在没人给画家赐
赏，很多画家就要以市场谋生。
如果你画得不错，市场会给你恰
当的回报，如果人为地追求市
场，很难成功。”

但是，刘选让最为担心的还
是市场带来的画家创作的程式
化问题。“画家创作程式化之后，
画一幅作品还是两幅作品没有
区别，都是一个概念，就是为了
产生经济效益。”刘选让称，作画
的艺术性、严肃性和作画时间成
正比，创作的程式化值得警惕，
值得收藏者仔细辨别。

不能紧盯着市场

画家应留下文化遗产

艺术市场造假与时俱进

呼唤鉴别真伪的权威

提到当下的书画市场，大
家一致认为，当下需要搭建专
业权威的书画平台。中国国家
画院美术馆执行馆长、中国画
学会理事陈风新称，多年来中
国艺术品市场从无到有走向繁
荣，但是在繁荣的背后当今艺
术品市场存在很多问题。“当下
很多艺术品价值和价格偏离中
国艺术品市场实际情况，我们
也缺乏有效的定价机制，仅凭
拍卖公司的拍卖，其实无法反
映艺术家艺术品的价值。成熟
的市场应该有一个机制，来帮
助艺术品顺利地流通和交易。”

陈风新称，当今艺术品市
场已经进入了大众收藏的阶
段，很多人对艺术品有兴趣，但
是往往因缺乏相关的知识而退
却。可见及时搭建权威有效的
艺术品市场交易平台，倡导人
们的理性投资是必要的。“就
艺术价值、投资方向等方面
进行讲解传授，电视、报纸等
大众媒体应发挥其长处。而
专业的美术机构、权威的美
术交易平台，不仅为收藏者提
供便利，还能加速中国艺术市

场的不断完善和成熟。”
在论坛中，到会专家提到了

书画作品的造假问题。恒昌拍卖
总经理杨宁提到书画作伪。“现
在造假的技术日新月异，造假设
备也越来越高端。这两年出现了
高精度的喷绘和写真，它们的精
度非常高，而这对书画作伪很
有利。原来大家认为裱好的
喷绘作品不好辨别，软片易
辨真伪，现在也不好辨别了。”
杨宁称，这就要求艺术品的从业
者，在作品的把关上多给收藏者
作指导，市场也需要新办法来对
付新的造假技术。

对于日益繁荣的书画艺术
品市场，专家们一致认为面临
的问题是权威的缺失。杨宁称，
一代老先生作古以后，目前古
代书画市场暂时缺少特别有权
威的专家，而当代市场中画家
本人的鉴定是目前最权威的一
种鉴定方式，但是里面的弊端
也很突出。“所以将来的艺术品
市场的鉴定需要权威经营机构
和贸易平台、专家、书画家本人
共同努力，这样可以解决好大
家关心的作品真伪问题。”

延伸阅读

老百姓买画要有慧眼

收藏不是投资的游戏

1日下午，作为第五届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博览交易会重头活动，《创新·融合·回归——— 第二届中国书画发展论坛》召召开。论坛邀请了许俊、韩学中、刘选
让、赵初凡、王平、李铁生、秦天柱、梁文博、许向群、岳黔山、顾平、丁宁原、叶军、陈风新、杨宁和戴曰礼等国内内艺术名家。与会艺术家探讨了中国画创作现
状、在市场的诱惑和冲击下画家如何保持创作的纯粹性、当下收藏市场存在的不健康现象以及普通收藏者如何提高鉴别别书画水平等问题。

许俊

韩学中

刘选让

梁文博

普通老百姓该如何收藏书画也是一门大学问。刘选让
称，普通老百姓的收藏，在经济有限的时候，多去看，多去
欣赏，多去研究；当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可以买一些自己认
为有潜力的作品。

“收藏者关键是要有慧眼，来权衡这个画家能不能成
功。收藏者要看画家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艺术经验是不
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的未来是否还有更多可提高的艺
术潜力。判断准确，自然会收藏。而收藏者如何提升自己的
艺术品位，则需要对中国画传统多加了解，逐渐提升自身
鉴赏力。”刘选让称，现代收藏界亟待提高专业水平，提高
梳理、欣赏艺术品价值的能力，不能稀里糊涂地收藏，不能
拿耳朵买画，应该用眼睛买画。

刘选让举例称，有藏家根据画家的自我宣传收了很多
画，但是后来一查，这画家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收藏
者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失，画砸到手里了，从此不玩了。“有
不少收藏者是拿艺术品进行投资的，就是为了赚钱，这种
观念还不够成熟。艺术家要对收藏家负责任，对收藏界负
责任；收藏界也要对自己负责任，要监督艺术家，甚至收藏
家要变成批评家，能谈出画作好不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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