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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造
型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当下
大众娱乐的流行图式所带来的
肤浅的、浮夸的感官刺激和精
神消费，悄无声息地把“精英文
化”产生的高超、典雅的感情世
界屏蔽和取代了。绘画发展到
现在，那份敬畏的、礼仪式的心
态仿佛一夜间变成了一种游戏
一场梦、荒诞而离奇。突破也
好，坚守也罢，最主要的还应该
是在守望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如
何去演绎、衍生和表达。每代人
的视角点、关注点、兴奋点不同，
对眼前的事物就会有着多元的
多角度的诠释和经验。我很关注
当下青年画家的作品，无论是

“小清新”还是“小矫情”，他们
总是能通过绘画的细节描述，
直通心底，自自然然地把自己
的生存状态、生活理念真实地
毫无修饰地表达了出来。

突破没什么尺度、法则和标
准，顺应时代，顺其自然，顺乎道
理，踏踏实实走自己的路就会有
所斩获、有所突破。毋庸置疑，我
更看好那些具有深厚文化积淀
和精湛表现技艺的艺术作品，具
有高超的艺术观念、图式经验和
技法转换、表达完成度二者俱佳
的创作模式。所以，既定模式的
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心境
的升华和技法的提升在当下互
动的轨迹和演绎。

党震(首都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副教授)：现在的全国性
大展中，展出的或者获得奖
项的，工笔或者兼工带写的
作品占到百分之九十，这就
是一个既定模式的问题，也
许是工笔作品这种非常复
杂的制作性，耳目一新的现
代感，让那些奔放的，粗陋
的，简约的，带有现代图式
和现代意味的写意作品显
得陈旧和马虎，这是不应该
的。这种以工笔为主的当代
展览方式也是不全面的，面
对那些千人一面，画面里透着
一股脂粉气的唯美新潮的工
笔作品，我们是不是需要反
思？受社会大环境的制约，展

览趋势的影响，突破既定模式
还是比较难的。回归到画家本
身，艺术市场的影响，藏家的
牵制，甚至家庭生活的需求，
画家必须都要拿着这几笔刷
子赚钱去，所以突破确实很
难，免不了俗。

我认为：突破既定模式，
这个根据每个人的环境而选
择突破，是否突破不重要，艺
术作品的格调高很重要。时
代的命题是不同的，每个时
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现在
西方的后现代思想对中国的
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那么
如何通过接触不同的信息量
去面对和深化这些新问题，
才是我们需要深思的。

●突破模式即是突破惯性：

创新的根本是正确认识自己

刘胜军(山东省科技馆专
职画家)：画家经过长期的绘
画训练和创作实践，如果能
形成一种有生命力的，良性
的，不断变化的状态就没必
要突破，如果综合素质一般
而产生了既定模式，就必须
突破了。至于突破，首先要
正确认识自己。只有看清自
己的不足，才能找到突破
口，否则就是停滞不前还自
命不凡了。其次要开拓视野，
不能把自己禁锢在自己的小
圈子里，要放眼大千世界，
打破画种界限，去捕捉能够
打动自己的艺术信息，并运

用到创作中。但是在当今信
息爆炸的时代，能始终把握
自己的信息目标，迅速地排
除无用信息的干扰，也是一
种值得推崇的能力。再次要
有良好的心态。坦然面对得
失，做到“得之不惊，失之不
憾”，把画外得失看淡，从画
中找得失，才能有一个良好
的创作状态。记得党震老师
曾把“作品试图参加第九届
全国美展，省内初评落选”
放进画册中简历里，他这种
坦然的态度说明，落选也是
创作过程中的一个经历，没
有什么不可示人的。

●突破不是推翻，而是拓展：

积极的创新是自我救赎

李兆虬(济南出版社美术总
监)：从画家的个人创作面目这个
角度来说，中国画的模式化已经
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一招鲜，
吃遍天，所以很多画家终生画一
种题材。我记得在第二届全国中
国画展上，年轻画家严好好凭一
幅金箔纸贴出来的《生旦净丑》摘
得金奖，但是被一位画界大佬批
为“点、线、面、笔墨等中国元素全
没有，不是中国画！”我看了之后
觉得不可理喻，有中国的民族精
神在里面不就是中国画吗？我们
每个人都应该鼓励并且自觉地
去积极创新。

创作一定要突破，这是毋
庸置疑的。但求新是割韭菜，是
在自己创作的基础上修修补
补，不断地学习和吸收新元素，
不是拔麦子似的全部推翻，连
根拔起。当然，突破和创新也要
因画而宜，我回老家看见传统
的窗花和高密的扑灰年画，觉
得形式仍然很新，味道仍然很
足，即使它年代已经久远。这是
土生土长的原滋原味的优秀传
统文化，不能变味儿。但画家不
能被展览奖项和市场所牵制，
固步自封，还是要清楚地认识
自己，突破自己。

曲刚 (山东艺术学院
美术史论系教授 )：石涛用

“受与识”这对关系来总结
艺术审美与创作模式之间
的矛盾关系。“受”主要是
指画家感知自然的先天的
直觉能力，而“识”则应从
经验层面看，是指画家对
外部世界的后天的理性认
知能力。“受与识，先受而
后识也 。识然 后受，非受
也 。”石涛 认 为“识”会对

“受”造 成 干 扰 ，成 为“法
障 ”，所 以 他 提 醒 画 家 要

“尊受”。这大致包涵了三
层意思：一是“画从心而障
自远矣”，每一次审美都要
力争避免概念的知性经验

先入为主，不要以常规的
定法拘束自己的心灵，从
而丧失创造的潜能；二是

“借古以开今”，画家只有
尊重自己的真情实感，才
能将前人留下的种种法式
活学活用，别开生面；三是

“法自画生，障自画退”，新
的审美经验的产生以及对
旧的经验图式的化解，需
要画家在具体的创作中完
成，也就是说“在绘画中学
习绘画”。

因此，绘画创作属于
艺术家个体的事情，审美
心灵的自由与艺术语言的
自律应该是每一个艺术家
的用心所在。

●突破的难点是社会环境：

画家受市场牵制，创作很难免俗

●遵循古人创作规律：

突破还在于观念转换和语言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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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要突破：

系列之一

□国画创作如何突破既定模式

●笔墨不是无源之水：

“首先要弄清中国画的传统是什么”

岳海波(山东艺术学院美术
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
国画的传统除了是一种绘画形
式的体现外，更是一种深层次的
审美思想的体现，它不同于西方
文化的外张与直接，就像中医、
八卦，是一种意象的东西。中国
画“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特
征，“以白计黑，以无计有”的审
美，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形
式，简、雅、拙、淡的思想，都凸
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内
省、传统、内敛的气质，凝聚和
支撑起了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
根本。

传统的中国画犹如《红楼
梦》，含蓄完整，现在的中国画
却犹如一首现代诗歌，开门见
山，并把某种形式美感定格，无
限放大。今天的青年画家们仿
佛更喜欢把工作、生活中的压
力通过画面表现出来，这一点
我们这一代人便做不到，我们
往往知道怎么画，但不知道画
什么，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内心。
但是年轻人注重形式美感、语
言节奏和情感的笔墨表达，知
道画什么，只是不知道怎么画，
对传统的理解还是停留在表
面。

为了活跃山东
美术界的理论探讨
氛围，3月8日上午，
齐鲁晚报书画院创
办了“齐鲁艺谭”系
列论坛活动。首次论
坛的主题围绕“国画
创作如何突破既定
模式”展开。论坛在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
史论系教授曲刚的
主持下，省内高校的
知名教授及业界优
秀 画 家“ 舌 尖 论
道”，旁征博引，纷
纷发表了自己的学
术观点，并根据“国
画创作如何突破既
定模式”这一议题提
出了多个艺术分命
题，言辞犀利，妙语
连珠，上演了一场关
于学术和创作的优
秀研讨会。齐鲁晚报
书画院将通过“齐鲁
艺谭”这一系列性的
学术论坛与艺术家
和从业者们进行互
动与探讨，共同为
业界提供学术参照
和市场导向。

●突破没什么标准：

“踏实走自己的路就会有所斩获”

招招招招鲜鲜才才能能吃吃遍遍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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