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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之三：多元探索，艺术家须更重视传统精髓

◇辩证之四：艺术创作不能被市场牵着走 ◇辩证之五：多媒体时代，市场
主体更应具备责任担当意识

●魏广君 (中国国家画院书
法院篆刻研究所副所长)：

新媒体的出现是件好
事情，好的网站，好的微信
让我们更方便了解各种作
品，对提高审美修养，对现
代的艺术观念生成，以及风
格风尚的认识等等都有很
多的益处，在今后的市场互
动中，新媒体会显示出更强
的 中 坚 力 量 ，在 推 广 艺 术
家、艺术作品过程中，发挥
更好的作用。

●杨宁(山东恒昌拍卖有限公司
总经理)：

近年来电商涉足市场、金
融渗入艺术市场，是对市场的
一种促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同时，在营销过程中，如
何规范网络，使用微博、微信、
网站这些非常好的平台也是我
们需要关心的，我们应该从积
极的方面去看待这些新兴媒
体，但是，作为公众微信平台、
订阅号，新兴媒体也要有自己
的原则和技巧，如果发的过频，
质量又不高，反而会效果不好。

●刘宗奎(齐鲁晚报副总经理)：
在这里我想谈四个关键词，第一

个是顺势而为。虽然当下市场有处在
调整期的悲观论调，但假如我们把目
光置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问
题，会发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
涌现了大批有成就的艺术家，也产生
了大量收藏家，可以说这是中国艺术
史上最繁盛的时代，近两年市场有波
动，但能反映时代主流价值的作品仍
然受到市场的追捧，我们的经营机构
和媒体也要去寻找这样的佳作。第二
是强强联合，多媒体时代，艺术家要
善于利用新媒体来推广好的作品，由
于媒体的良莠不齐，市场的鱼龙混杂
现象，艺术家应选择品牌形象好，公
信力强的媒体及艺术机构合作，形成
品牌累加效应。第三是合理架构，现
在的画家、艺术机构、媒体等角色定
位不明确，艺术家既要搞艺术创作，
还要搞推广，无法取得应有的成效。
只有这三者的角色、职能有了合理的

搭配，才会形成健康的市场。第四个
是责任担当。艺术家、媒体、艺术机构
都应负起相应的责任，对社会、对时
代有担当精神，才能推动艺术市场的
良性发展。

●叶军(湖北美术学院国画系副主任)：
我认为，中国画已经发展到了一种说不清楚的

状态，褒义来说是多元，其实也陷入了一种慌乱状
态。现在的中国画中素描痕迹很重，高考都是考素
描、速写，却从不考书法、水墨画。中国画有皮、肉、
骨、魂，现在我们谈的更多的是皮，是风格、样式，而
不谈魂的问题。那么中国画的魂在哪里？我们的前辈
不管画什么，总有魂魄在里面，文人画之所以在中国
画中占有相当的分量，也正因为他透露出了中国人
的雅字，就是我们常说的贵气，中国画没有了贵气，
就相当于没有魂了。现在，我们相当一部分的作品是
没有“魂”和“雅”的。因此在教学中，我更加强调诗书
画印的训练，希望能够找到这种感觉。

●汪港清(首师大美院中国画系主任)：

在当下市场之中，受追捧艺术形式发生变化，与藏
家年龄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70后、80后的作品善于借
鉴，构图充满变化，因此，青年艺术家应该以拓展为主，
而伴随着艺术家岁数越大，也越加重视艺术本质的回
归，这也比较符合中国的哲学思维。更重要的是，在创作
中，艺术家应该多管艺术少管市场。而藏家也一定要注
重艺术品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藏家要认
识作品认识作者，清楚作画的过程。作品的价值在于画
家的水平，也在于材料的使用，创作者选用什么材料对
藏家而言的时间性就有很大的关系，都牵扯到作品的生
命力的问题。

▲嘉宾于论坛现场热烈讨论

●韩振刚(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由于教育方式或者是课程体系等多方面的原因，

我们现在的学生更加关注现在的新水墨，传统的写意
弱一些。我们的领导、老师看了作品以后，都会产生一
种疑问，认为现在的学生基本功不行了、传统的功力
不够了，或者想法太多。年轻人对新的东西感兴趣，可
能是想创新、让画面更有时代感。我倒觉得青年艺术
家应该在传统上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研究中国的艺
术，写意工笔都应涉猎，尤其是对经典的艺术，更应该
潜下心去研究，在工作室教学中，我首先要求学生去
临摹经典作品，使其提高品质，增强对传统的理解，包
括技法、以及精神的理解。青年艺术家应该在传统上
下一些功夫，由古及今，这样才能谈得上追求现代感。

●岳海涛(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在西方美术史中，伦勃朗虽然有过锦衣玉食的生
活，但其一直坚持自己的艺术的理想，后半生在穷困潦
倒中度过，死后被认为是伟大的画家，此外，米勒曾被别
人议论只会画人体，然后转向画最朴实的农民，遵循自
己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拾穗者》、

《晚钟》等。梵高生前也只卖过一张作品，是他弟弟为了
支持他才买的，他始终尊重自己的心灵来创作。如何面
对市场是每个艺术家都要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作品应
该引导市场的方向，而不应该被市场牵着走。

●郑岗(同济大学新媒体艺术中心纪录片制作室主任)：
把文人画认为是中国传统，这是我们对中国传统的误

读。所以作为一个画家，只要拿毛笔，用宣纸、用笔墨，那么
你就是传统。为什么我们总说要回到传统中去呢？传统是
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本身就是传统，传统是一代一代的
人们创造出来的。现在很多人对传统绘画持否定态度，也
有很多人拿着传统来忽悠大家。传统市场的官本位思想太
重，导致艺术品的价值往往取决于金钱，画廊的老板们花
三五百万就可以造一个人。但是作为艺术家，我们要留下
自己的作品，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吴荣光(湖南工笔画学会会长)：
画家应专注艺术少管市场，我希望有这样的一个静心

画画的环境，但说实话大家也不能完全做到。艺术市场在
中国的繁荣也就这么几年的时间，市场上兴起的新水墨画
家，许多都是做当代艺术的，他们用水墨的材料来做艺术，
但没有人是在真正的画国画。因此，新水墨画的概念也是
很难完美解释的。因此，在这种多元的艺术创作格局下，藏
家怎么来选择，取决于眼光与学识，取决于你是否对世界
艺术发展的方向有清醒认识，明清时期的大藏家都是文
人，家中延续十几代人都在收藏，家族中既有大收藏家，又
出现了大画家，这就显示出收藏学问。当代艺术市场中，怎
样在复杂的形势中把握好方向，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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