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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画只是一个流派——书法元素引入绘画创作之我见

作者：韩煜  来源：文汇报

一  

  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相应的文化结构也悄悄地调整。作为绘画

艺术，正在以现代的观念对传统的中国绘画又一次进行新的冲击。美术界的许多有识之

士都意识到旧的文化不再能表现新的生活、新的变化，不再符合新的现实，必须创造出

新的、有生命力的文化来发展来提升，结果涌现出一大批现代艺术的先驱者。如果说这

个高潮掀起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话，那当时还只是一部分青年画家，但时隔三十

年，时代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美术界对现代艺术的呼唤，不单单是年轻人的问

题，它已经变成了美术界的许多精英包括名画家在内的共同态度和行动。但是正如上海

画家施大畏最近指出的那样：许多画家在绘画的创新上也作了大量的努力，也想突破中

国画的陈旧观念，突破技法上的严重程式化，但当他们一出手，画来画去就是离不开古

人曾经表现过的那几样花花鸟鸟、山山水水以及相应的绘画章法……因此，要走出这个

误区，必须“从观念上”彻底解放出来。  

二  

  中国绘画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独立的一门艺术，它与大美术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到了

战国的这一历史时期，绘画才逐渐从大美术的范畴中、从青铜工艺美术中分化出来，独

立向着自己的深度发展。绘画自身又经过了近二千五百年的发展，才形成了各个时期的

高峰，从魏晋南北朝起历经了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中国的绘画趋于了全面

繁荣，其技法、形式也趋于高度成熟，名家辈出，流派峰起。但是中国画的艺术家们，

在攀登这座艺术高峰的征途上在对待历史遗留下的宝贵经验――“师古”的问题上，却

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泥古而不化”，另一种是“师古而化之”。中国

的绘画史告诉我们，中国的绘画不是历来崇尚自然，而是崇尚“先师古人”，“集其大

成自出机杼”的道路，历史上“泥古而不化”的许多画家们在这些历史巨匠的优秀作品

面前，对其传统运笔、技法顶礼膜拜，不敢朝前跨越半步，很怕“不似古人”“欲于古

人法外”而入“魔道”，沉重的“传统”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挺不起腰杆，心甘情愿

地拜倒在古人脚下。与“泥古而不化”相对抗的是“师古而化之”的企图摆脱“外物”

束缚、要求突破古人窠臼，进行创新的画家。他们重视笔墨、重视在传统的基础上创

新，他们把笔墨看成是中国画的灵魂。他们认为：笔是中国画的筋骨，墨是中国画的血

肉。有笔无墨不成中国画，有墨无笔照样不能成为中国画。明末清初的石涛就是其中有

成就的一位。他的“笔墨当随时代”不仅影响了他所处的时代，更冲击影响着现代的画

坛。  

  既然中国画把笔墨放在第一位，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只要能熟练运用笔墨让它达

到炉火纯青的一定高度，那么这种绘画就是有品位的绘画。假如这个理论成立，那么绘

画表现的客体――中国画的“母题”――花鸟、山水、人物、走兽受到了挑战，也就是

说作品并不一定要表现这些具象的素材，只要有中国画的线条，中国画的墨法存在――

那么中国绘画的根本也就存在了，这样东方的绘画与西方的抽象主义现代艺术就有了一

个共同的交融点――把自己的绘画引入了纯抽象的、无物象的“绝对造型”之中。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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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创新也存在着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可以从传统基础上进行发展，也可以另辟蹊

径，走一条前人未走之路。  

三  

  作为一个书法家，我对中国汉字极其青睐、敏感。中国汉字造型天生丽质是世界上

其他民族的文字都无法与其媲美，中国汉字的线条，通过书法家的锤炼、升华，使其千

变万化；有楷书的方、圆、粗、细，有碑刻的粗犷凝重，有榜书的浑厚雄强，有行书的

飘逸、潇洒，更有草书的秀美灵动。中国的毛笔在使用过程中也会产生中锋、侧锋、偏

锋的运笔；中国的墨更能分辨出枯、湿、浓、焦、淡的韵味。当中国书法一切构成的元

素进入到绘画之后，中国汉字的造型通过分解手法，打破了一切因袭的绘画艺术概念，

解放出那些不表达任何物象的各种线条，其中也包括不直接表达书法的载体――中国的

汉字本身，把这些分解出来的对象，通过画家的重构，通过各种元素的重新组合，相互

叠置、渗透，排除了压制它的物象外表，形成了一种新的整体，它不再具有丝毫描述具

象的痕迹，给人一种纯粹的抽象审美的话，中国画的程式化也就打破了，它所面临的是

更为开放、更加多元化，尤其是更具有现代性，使画家的视觉被彻底地解放了。  

四  

  中国书法的各种组成元素，跨入到绘画以后，绘画上的审美趣味就会为之一变，一

种截然不同的全新表现形式的新流派也就诞生了。我称之为“意象感觉派”。  

  何为“意象”“感觉”？我认为意象是指画家头脑中的现代审美意识的艺术构成。

“感觉”是指画家心灵深处对“审美意象”外化的一种强烈表现。“意象感觉”的一切

手段都是使绘画的审美主体与客体达到“物我同一”“人物一统”的艺术境界。因此传

统绘画中“师法天地造化”虽然重要，没有大自然中获得美的感受，也就不会产生具有

唯美主义的绘画，但画家的现代审美的心理因素更重要。只有具备了当代的审美意识才

能有当代的绘画作品。许多优秀的现代的经典的作品，虽然产生在无意识中，但无意识

是产生于潜意识，潜意识是产生于功力。这个功力不仅是指物象的造型能力，更指感觉

能力，想象能力，一个画家对大千世界的梦幻能力，也就是画家对大千世界的感受。大

自然中一切美的感受，只有通过画家的特有眼光去审视、综合、提升，才能表现出既源

于自然又不同于自然的绘画，这才是创造。  

  意象感觉派的绘画是以感觉的领悟来进行创作，追求的正是这种可以发人深思的、

绘画内容之外的意蕴，并不看重绘画客体本身，以意象来感染人。因此目光注视的重

点，是放在书法线条在绘画的表现上，放在绘画的章法布局上，以现代审美的意味，追

求一种现代的形式之美，追求一种返朴归真的趣味，把视觉的冲击放在第一位，强调画

面的表现能力，张扬画面的个性，只有着力地表现绘画客体的神韵，只有“舍形求

神”，注重绘画的意境构建，注重绘画内在折射出来的一种精神的东西――这就是托尔

斯泰说的“独特、明晰而纯洁的情感、情绪”。因此，只有当主体的情感注入到绘画

时，绘画才有生命力。  

五  

  当今的时代，有人认为缺少的是时代的大师，因此时代在呼唤大师的出现。而我却

认为：当今的时代，缺少的不是大师，缺少的是适应时代所需要的艺术上各种创新的流

派和主义。流派不一定出现大师，但大师一定出现在流派之中。近几年来，西方的美术

界涌现出诸多的流派、主义和他们的领军人物，创造出一批影响着当代的绘画经典。它

们的产生是伴随着时代的争鸣与批评，但是这几年中，中国的美术界缺少的正是这种艺

术的氛围，就是产生不了培育绘画的各种流派的土壤。什么原因呢？我认为：传统习惯

势力的强大。传统中国画只是中国绘画的一个大的流派，现在成了唯一的正宗。中国的

   



绘画也经过了漫长时间的发展，到了五代，中国的绘画以董源、巨然为祖师的传统一派

成了代表中国正统的绘画。但是从传世的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来看，这幅画没

有传统的皴法，没有亢繁的线条，有的只是随意轻松而简练的线条构图，整个画面透出

一股清晰、空灵的感觉。如果顾恺之的画法得到推广，得到传承的话，那就产生了能与

董、巨并肩的不同流派的另一种绘画风格。  

  当代的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同时存在的社会，作为当代的艺术家，必须要树立一个

新的理念：走创新之路，大胆地发展与建立自己的艺术流派和艺术风格，要大胆地调动

一切手法，要在艺术上敢于突破，敢于别出心裁，不拜倒在古人的脚下。只有大胆地建

立起自己的新艺术流派，才能树立起一个新的艺术殿堂。尽管在建立时它的源头是那样

的弱小和微不足道，但它的生命力是强大的，它也会有自己汹涌澎湃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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