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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简逸到精工

中国写意画兴起于五代、两宋，大盛于元、明。自
元代画家倪瓒提倡“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创作观之
后，简逸画风成为写意画的主要面貌。到了明代，“青
藤白阳”恣意放旷的大写意画风，更将简逸的写意画推
向高潮。清代中晚期以来的写意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
延续了元明简逸之表征，形象支离，笔墨空疏，受到近
代以来有识之士的批判。

有鉴于此，当代写意画创作在保留“写意精神”的
同时，秉承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适当吸收借鉴工笔画
的创作手法，形成了一种工写结合的写意画新形态。在
本次“2022·中国写意画作品展”中，黄勇的 《密林深
处》就是一件兼具写意之意趣和工笔之严谨的作品，是
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写意画。画家继承了传统中国画的没
骨技法，画面枝叶繁茂、层层叠叠，把工匠精神的严谨
之风融入水墨蕴章之中。而且，这件作品并没有因为画
面物象的繁多而冗杂，也没有因为创作的精细而流于匠
气，较好地诠释了传统画论中所说的“千笔万笔无一笔
不简”的写意之美，呈现出水墨画独有的超逸、空灵的
审美意味。无独有偶，展览中姜兴达的《素心墨韵》也
是一件集工、写于一体的写意画作品，舍去小趣味，追
寻大气象，再现了宋代绘画的风神，也是新时代蓬勃恢
宏气象的真实写照。

从水墨到色彩

早期的中国画，追求丰富绚丽的色彩表现。自唐代
王维在 《山水诀》 中提出“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
之后，水墨画逐渐取代设色画，成为中国画发展的主
流。不过，水墨只是写意画表达的一种方式，并非全
部，这就为当代中国写意画的探索与尝试，留下了许多
有待开掘的空间与可能。

近代以来，中国写意画创作与传统文人写意画相
比，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更加侧重于色彩的表现与运
用。无论是坚守传统文人画立场的吴昌硕、齐白石、潘
天寿，还是致力于借鉴西方绘画传统的融合派画家林风
眠、徐悲鸿、刘海粟，无不如此。这些写意画家，在色
彩上所做的各种尝试，为当代中国写意画创作寻求突破
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而作品中的色彩表现力，也确
实成为当代中国写意画的重要特色之一，并呈现出更加
多元深入的探索。

展览中，常晓京的 《时代新征程》、李仕明的 《雕
刻时光》两件作品，在赋予画面物象以色彩的同时，还
分别用大红色、橘红色为画面平涂了浓重的底色，以烘
托气氛。尤其是常晓京所运用的大红底色，恰到好处地
点明了主题，以色彩象征的方式，突出了自己的创作意
图。陈三石的 《歌者无声》，描绘的是日常生活中常见
的建筑工地一角。画家借鉴壁画色彩的技法，斑驳中蕴
含着诗意，沉静里诉说着真情，引导观众更加真切地体
味平凡劳动者的生命情感。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写意画虽然明显具有轻水墨、
重色彩的倾向，但是并没有因此舍弃水墨，而是将色彩

“水墨化”，让色彩真正地融入写意画的创作和审美体系
之中。

从程式到形式

传统写意画创作带有显著的程式化特征。所谓程式
化，指的是历代中国写意画在创作过程中归纳、整理出
来的造型方式与语言结构。这些技法一经确立，也就成
了后世画家乐于遵循的“传统”，并成为写意画创作的

一大特征。比如众所周知的 《芥子园画传》，就是一部
集写意画程式之大全的著作，成书以来，为无数的写意
画家提供了学习和创作的范本。

鲁迅在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一文中说：“我们的
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
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
虚。”他所指出的，正是写意画创作中的“程式化”，且
有批评之意。随着写意画的发展，如何突破“程式化”而
适应时代要求，成为中国画家探讨的重点。而以“形式
化”替代“程式化”，是写意画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思路。

结合此次展览的作品来看，打破写意画的“程
式”，易之为“形式”，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将西方现
代绘画创作中的形式构成原理引入到写意画的创作之
中，在突破“程式化”创作模式的同时，也推动了写意
画的现代转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王彩霞的《小
街世相》 就是一件“形式感”十足的写意画作品。显
然，这件作品的创作思路和理念受到了著名国画家卢沉
的影响，在视觉形式上明显接近于卢沉的 《彤云》 和

《风雨近重阳》。当然，从中也不难看出画家受到西方超
现实主义、立体派绘画的影响。这种创作思路，在推动
传统写意画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以写生
为契机，面对自然万象进行创作，并借此突破“程式
化”。展览中有数量众多的山水画、花鸟画源于写生，
造型、构图上丝毫没有受到明清以来趋于定型的“程
式”的影响。如翟瑞琦的 《燕山脚下新气象》，适度借
鉴焦点透视的手法，近景绘有两株巨大的树木，远景绘
有燕山脚下人民的新居，视角新颖，构图独特，绝非一
味摹古者所能为之。

面对当代写意画的“形式化”取向，也有评论者认
为，如此一来或有损中国画自身的独特性，并且有重形
式、轻内涵的担忧。实际上，作为视觉艺术，绘画天然
地具有“形式化”的倾向。只要创作者做到重“形式”
而不唯“形式”，类似的担忧大可不必。

从意境到主题

在传统写意画的话语体系里，意境是最为重要的一
个概念。可以说，意境是传统写意画创作的终极追求。
近代以来，众多写意画创作者依然把意境当作重要的目
标追求，但不再是唯一的追求。在意境之外，“主题”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两相比较，意境营造更多地带有抒情的意味；而主
题的表达，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叙事的意味，且相对于
意境的主观性，呈现出较多的理性色彩。如果说传统文
人画家比较青睐写意画的抒情而注重意境，那么近代以
来的写意画家，则因为他们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而
更加看重写意画的“主题”表达。

当然，写意画中的“主题”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

所不同的。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意画的主题是表
现民族团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写意画的主题是歌颂
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昂热情。而当代写意画的重要主题，
则是展现新时代人民的新生活、新精神、新面貌。

展览中，魏宇彤的《平凡铸就伟大》刻画了渔民们
正在劳作的场景。劳作虽然艰辛，但从画面上能够感
受到，渔民们脸上洋溢着创造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以及
面对生活由衷的喜悦和幸福。毕召良的《村戏》则描绘
了农闲时节农民生活娱乐的生动瞬间，展现了丰富的乡
村文化生活。除了人物画，当代写意画中的山水作品，
同样具有时代风貌。在吴建滨的《假日雁山行》中，层
峦叠嶂、深涧幽谷不再是高人隐士的避居之所，而成为
人们悠闲生活的好去处。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艺术家们积极
探寻传统写意精神的现代意味，用笔墨描绘砥砺昂扬的
奋斗图景和美好悠长的人间情怀，为中国写意画的发展
注入了崭新活力，展现出中国写意画的时代气象。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本报电 （记者赖睿） 由中国美
术馆、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
协会共同主办的“以神取形——吴
宪生作品展”日前与观众见面。本
次展览是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
展之一，分为“为时代铸魂”“为民
族立心”“为人民造像”“为生活写
真”4个板块，共展出吴宪生从艺以
来不同时期的绘画作品165件。这些
作品集中体现了吴宪生半个世纪以
来的绘画风格和艺术成就，折射出
他对中国人物画语言探索与实践的
心路历程，也反映出他热爱生活、
以人为本，用画笔表达对天地人间
的感知和理解。

吴宪生，安徽宁国人，中国美
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作
为中国人物画家，他主张要与西方
拉开距离、与传统拉开距离，做到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写意与写实相
结合、笔墨与色彩相结合，坚持人
物造型的严谨扎实、语言选择的多
样自由、形式表达的新颖现代和风
格表现的个性特征。

从 《古老的传说》 中吹芦笙的
侗族老人，到 《家常话》 里蹲坐攀
谈的黄土地上的老农；从 《大凉山
的女人们》 中勤劳质朴的面庞，到

《祈愿》里雪山脚下藏族阿婆虔诚的
目光……吴宪生以古朴厚重、深情
饱满的笔墨语言，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
人物形象。勤劳、正直、淳朴、善良是他笔下人物的
精神特征，传递出乐观豁达、积极健康的人物风采。

为了刻画好这些人物形象，吴宪生独辟蹊径，尝
试借鉴西画的用色和表现方法。为了表现大凉山彝民
高原下黝黑的肤色，他利用厚重的丙烯颜料和有力的
笔触来强化沧桑感；为了刻画塔吉克小姑娘丰盈灵透
的面庞，他将水彩画中的色彩塑造方法融汇其中，使
画面呈现出“如花朵初放之色”般的视觉效果。

吴宪生还是新时代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领跑
者。他的 《十送红军》《〈资本论〉在工人阶级中的传
播》《耕者有其田》《沉重的手印》《春暖十八洞村》等
近10幅作品，构图宏伟，气势磅礴，体现了画家的人
文情怀、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认为：“吴宪生坚守了洞察
精神世界、观察人物特征的初心。他深入生活，长期
与现实互动而油然生发，用兼备个性、共性与时代性
的人民形象，生动诠释了现实主义与当下中国、当下
中国人、当下中国美术融合后所迸发出的创造力。”

本报电（记者徐嘉伟） 日前，“绵阳会馆”非遗艺
术展暨“阳光·梦想”绵阳传统文化主题公益活动在北
京举行。活动现场展出了11组大型民间文艺作品，包
括木雕、剪纸、羌绣、毛笔制作、羌族水磨漆艺等类
型。这些作品由13位绵阳民间艺人、30余位中央美院
青年艺术家和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特殊教育学校的学
生共同完成。本次活动由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省民间
文艺家协会、中共绵阳市委宣传部指导，绵阳市文广
旅局、绵阳市文联等主办。

在羌族水磨漆艺传承人朱红志的作品 《以生一
生》 前，许多观众驻足停留，仔细观赏。朱红志说，
与中央美术学院学生的合作，不仅传承了非遗技艺，
还创新了作品的表现形式，这对传统技艺的保护和发
扬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展览组织者之一、绵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
主席罗松介绍，本次非遗艺术展以民间传统技艺为载
体，以历史脉络、地理人文等为基础。希望通过展
览，助力非遗作品从传统手工艺品向当代艺术品转
换，更好地融入当代社会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通过传统手工艺、当代艺术
与特殊教育的结合，让更多人享受到艺术阳光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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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非遗作品进京展出

中国写意画绘出时代气象
任军伟

中国写意画源远流长，注重以形写
神，发展至今在题材、形式、技法、意
蕴和审美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
就。日前，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省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河北美术学院主办
的“2022·中国写意画作品展”在北京举
行。200多件写意作品包括人物、山水、
花鸟、城市景观等题材，贴近现实民生
与自然万象，彰显了当代写意画家群体
的文化理想和社会担当。借此展览，我
们可以从中一探中国写意画的时代之变。

▲ 平凡铸就伟大 （中国画） 魏宇彤

▲ 小街世相 （中国画） 王彩霞

▲ 密林深处 （中国画） 黄 勇

▲ 歌者无声 （中国画） 陈三石

▲ 燕山脚下新气象 （中国画） 翟瑞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