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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海南当代艺术家马杰的丰收之
年，从写实绘画到当代艺术的转型，从装置、行
为艺术到理论体系的建构，马杰奔跑在艺术领
域探索的前沿，作创新性研究与探索，他以不
同的创作时间、思路，选择相异的表现手法，展
现出形式多样的情境与画面，你会明显地感觉
到厚重与丰富、时尚与潮流。

在海南省图书馆举行的“色彩海南——马
杰油画风景作品展”上，展出了作者的油画风
景作品32幅，基本上是在2014年以后创作的
作品，呈现出他近几年对绘画问题思考的成
果。这些作品的画面中运用了大量的海南岛
野生植物的意象，似乎给人一种整齐划一的感
觉，但仔细品味，却能够感受到其中明显的差
别。这对于在海南生活已近30年的马杰来
说，是他对海岛真实情感的最好表达。毕竟他
在阳光明媚的环境里生活，每天都呼吸着大海
的气息，内心潜藏的欲望常常被蓝天白云、绿
树和红土的环境撩拨着。当面对海南阳光直
射植物发出耀眼的斑斓色彩，按捺不住欲倾洒
一腔热血的冲动，用画笔搅动最纯的色彩，涂
满画面整个空间，在跳跃的笔触里闪烁着无尽

的快意，对视觉作最纯真的描述，是生命最直
接的表白。

马杰在2015年创作了“绿岛”系列作品。
《月亮湾》《深蓝色的海》《午后的海》用写实的
方法再现了海南岛东部沿海地区的自然景
色。海南东部地区雨量充沛，阳光明媚，沿海
地形复杂，植被茂盛，处处透露着灵光与精气，
他习惯依据自己的感受，有意选择靓丽的自然
景象与构图，以油画特有的色彩、颜料和笔触，
直接、肯定地表现出自然景色的美、狂野与丰
富。所以，他的笔下出现了更多以热带植被为
前景，色彩强烈而丰富繁多的绿岛系列的作
品。《海边的木麻黄》《丛生（九）》《丛生（四）生
长》等作品则强调绘画语言对绘画主题的表
现。狂放的笔触、恣野的线条，甚至有意识地
控制不经意的绘画，不仅把喜欢的景物画出
来，还通过绘画反映出自己对生活以及油画艺
术的理解。与此同时，马杰还常选取一些独具
特色的海南风景，以较特殊的角度进行描绘，
如一块白云、一片草地、一棵矗立的椰子树，运
用鲜亮饱和的色彩与快速跳跃的用笔，让色彩
在密集的笔触交融中，与环境融为一体，画面
既呈现出清新宜人的格调，又不失活泼律动的
节奏。《白云》《摇曳的风》《寂静的风景》等作
品，都是这种类型的创作。

马杰绘画的转变，得益于他不固守已经掌
握的学院技术与规范，把绘画作为对艺术理解

的方式，思考艺术与生活和自然的问题：艺术
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真实显现，其本质在于超越
自我。绘画是人们对生活和自然感受及情感
的表现方式，是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认识和理
解的呈现。在此，画家对生活的感受最重要。
因此绘画虽然是以形式呈现自身，但如果没有
根基于画家的真实感受，绘画将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其实，绘画本来就是艺术，是以人之存在
为根据，寻找自身价值体现的行为方式与规
则。绘画一直沿着自身的规律运行着，其中所
展现出的真实感是绘画的技巧与方法造就的，
与现实中事物的真实是两码事。所以，绘画不
是对现实对象的描摹，而是依着方法和规则，
融会贯通其原理，通过画笔和画布构建出艺术
世界。

在马杰看来，现代艺术是起于现代思想对
人类主体性揭示带来的连锁反应的结果，从对
印象派有影响的英国画家康斯太勃尔等强调
感官经验，以及透纳着力于画面自身构造力的
绘画感染力，诱发莫奈等印象派画家以尊重感
官经验对色彩的发掘，让绘画从已经陈旧、僵
化的绘画色中解放出来，扔掉遮蔽眼帘的有色
镜片，眼睛直击自然景观，让绘画呈现出生意
盎然的景象。印象派根据康德认知理论原理，
以强调感官经验的革命性绘画，着重于视觉开
放所实现的绘画自身独立性的构建，其后塞尚

强调视知觉对画面空间的作用，拉开了现代主
义绘画的序幕，毕加索、马列维奇、蒙德里安等
现代主义绘画大师的登台，让20世纪现代艺
术波澜迭起，蔚然壮观。当然，20世纪的现代
艺术并不是单纬线性展开的，塞尚对视知觉在
绘画上的作用，开启了绘画并非视觉常识的再
现，而是由观念同样可以引发可能性，实现人
类对世界构建的影响。

通过对现代绘画历程的简单勾勒，马杰发
现西方现代思想对现代艺术发展的巨大作用，
也点击出绘画方法与技术革命对绘画自身影
响的深刻。他从绘画思考当代艺术，认为由于
当代艺术过分注重观念，使观念架空艺术，让
艺术走向歧途。艺术不是一种观念，而是耽于
当下的理解活动。因为在艺术活动中，无论有
何种思想或理念，艺术都将以人自身价值体现
为目标，也就是由人的参与诠释、充实艺术实
践活动，才能够让艺术充满意义。所以当代艺
术要关注绘画，探究艺术本质问题，就要从绘
画实践和思考开始。

写实历来是绘画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绘
画并不是以写实作为评价的惟一标准。尤其
现当代绘画，由于照相术、印刷技术的出现，取
代了传统绘画写实的社会需求功能，让绘画转
向表述画家感受与意愿的表现功能，绘画所描
绘的对象更多是以绘画的点线面、色彩、笔触
等作为语言表现，构建起独立的绘画世界，此
时绘画更强调绘画自身语言表述体系。其实，
这种写实绘画的转变，更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
需要，以使人们在欣赏绘画作品时，在画家引
导下进入画家的艺术世界里，品味画家以独到
视角察看世界的作品；也让人们在剧烈变化的
物理空间世界里，能够在画家发自生命本源的
心声里，唤回被物化而渐渐失去的自身价值，
在肯定画笔与色彩碰撞间的欣喜里找回人的
尊严，觅得传统绘画艺术的精神。

“当我发现艺术创作与时代脱节，便赶快投
身装置、影像、行为艺术创作，但这一切却并未
实现艺术根本的突破。”在艺术创作中，马杰时
常困惑。他知道艺术创新并不仅仅是形式与方
法的翻新，而是对艺术更为深刻的理解。艺术问
题，既是对艺术本质的疑问，也是艺术家处于生
活旋涡之中的问题思考，因此绘画艺术创作的
过程，是生活历程，是让“眼睛—理解—绘画”成
为一个完整的行为实践过程，时时更新，永不停
息。而且，画家执著于绘画，一定是对艺术的追
求，绝不是赢得荣誉的方法和手段。

卸下追求奢华而富裕的生活重负，清心寡
欲于艺术追求，马杰正走在这条路上，孤独，但
仍坚定地前行。

注重当下注重当下 写实当代写实当代
————海南当代艺术家马杰的绘画探索海南当代艺术家马杰的绘画探索 □□梁梁 昆昆

理论的价值在于解释现象、理解规律和预测趋势。理论家对现实世界中纷繁复杂的
表象进行粹取抽离，而后用理性的思维提炼概念、组建体系，将零乱无序的世界整合在
衡准明晰的理论框架之中。吕国英气墨灵象艺术论正是这样一种基于理论的基本功能
而生发出的艺术理论体系，它涵盖了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探究事物本原的本体论、探
究思维路径的认识论和探究实践遵循的方法论，体现出鲜明的继承性、融合性、创造性
和体系性，对理解审美本质、判别流派清浊、推挽文艺高峰具有很强的理论引导和现实
推进意义。

首先是继承性。“象”与“墨”，是气墨灵象艺术论的两大基石，这是两个在中国传统
艺术论中经常被提及的概念。在吕国英的气墨灵象艺术理论体系中，“墨”是载体，“象”
是呈现，“墨”的发展和层级分为线墨、意墨、泼墨、朴墨、气墨，相应的“象”则呈现为具
象、意象、抽象、真象、灵象。五墨以艺术之态承载艺术之象，是源于自然形态、高于技术
状态的艺术情态。笔墨论、气象说，皆为独具中国气派的艺术理论范畴，由此为起点而构
建起的理论大厦，必然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继承与发扬。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
对笔墨的论述往往集中于对技法的探讨，由此及于范式与流派的建构；而将笔墨与气象
结合，进而生发出气墨与灵象的概念，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深度继承。
吕国英从文字学的角度探讨气、墨、灵、艺等概念，这正是探究艺术概念的根本和关键。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合称六书，它既是汉字的造字法则，也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源头之水，通过此一角度考察气墨灵象艺术论的相关概念，进而由画论而及于艺术
论，不仅表现出理论家守卫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也表现出弘扬和传播中国传统
文化的自信。

其次是融合性。理论的建构绝不是凭空得来，亦非仓促间所能成就，它必然是对前
人成果的充分吸收、集成与融合。除去融合古今之外，融合中西无疑是气墨灵象艺术论
的特点之一。吕国英对西方艺术史有着精熟的掌握，在对气墨灵象相互关系的论述中，
往往不乏对西方艺术理论的参考与引用。从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到梵高、毕加索等艺
术家，在对中西艺术交流史的回顾总结与批评阐释中，理论家用建设性的态度为气墨灵
象这一传统范式融入西方与现代的元素。矛盾与争论相伴着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从

“中国画改良论”到“中国画穷途末路论”，再到“笔墨等于零”与“守住中国画底线”的论
战，在艺术史衍进发展的道路上，一方面是艺术理论的分歧争鸣，另一方面是艺术观念
的探索进步。基于艺术史上中西思想的流变转换，气墨灵象论以中国艺术论融会西方艺
术论，作出“气墨绘画，方呈灵象艺术”的艺术论断，进而揭示出“笔主形，墨（彩墨、油彩）
生象，水呈韵，灵蕴气，气致玄”的内在因果关系，将严密的逻辑思维注入灵动的传统艺
术理论之中。

再次是创造性。艺术理论的创造性不仅表现为概念与范式的提出，更表现为艺术评
价标准的创建与确立。气墨灵象论创造性地提出“艺法灵象就是艺术的根本性规律”，从
而为艺术创作批评提供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导向和坐标。艺术创作批评的园地中如果没
有根本与本质之论，就会出现“散论”“随论”“混论”充斥弥漫的局面。凡求理论之真实者
必求于根本而忽略其细节，根本立则枝叶展，如纲举而目张、风行而草披。艺法灵象是本
体论，也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本体论而言，艺术的本质意义在于矗立审美，塑形立象是
实现这一本质意义的基本功能。就认识论而言，艺与术之间存在着辩证联系，一方面艺
为美、术为技，二者殊途；另一方面艺与术共生共存，二者同归。就方法论而言，艺术法则
分属不同的层面：“艺法具象是艺术的相对规律，艺法意象、抽象是更高一级的艺术相对
规律，艺法灵象就是艺术的远方规律。”通过确立尽善尽美的艺术标准，提升气象合一的
艺术认识，实践气墨立象的艺术手法，便可以逐渐探得艺法灵象的妙境。

最后是体系性。气墨灵象艺术论的体系性首先体现为其基础范式的完备。在气墨灵
象的立论中，既关注了宗旨，又关注了途径。在气墨灵象的综论中，即关注了艺术史，又关注了艺术论。在气
墨灵象的补论中，既关注了作品论，又关注了作家论；既关注了创作论，又关注了接受论。气墨灵象论的体
系性还体现在其理论框架的闭合。它以发现问题起始，以分析问题承接，以解决问题收官，同时以点出问题
的方式为理论的循环与拓展张目。正是这种具有开放趋势的理论闭环，使气墨灵象论产生出延展的效应。
其所论艺术创作的“五尚”“五崇”，即艺术作品尚绝、尚新、尚进、尚融、尚极，艺术家崇学、崇德、崇静、崇变、
崇论，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所论有关艺术天然属性与根本坚守的“五忌”：忌滞、忌退、忌滥、忌
抄、忌丑，及由此而延伸出的创作者与接受者“五忌”，即创作者忌盲、忌混、忌怨、忌欲、忌伪，接受者忌物
癖、忌追风、忌固旧、忌媚俗、忌盲从，则不仅是对艺术本质的领悟，更是对艺术未来的观照。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终难网罗万象，况且建构理论的意义亦不在此；理论的最终价值应体现在对所论现
象作出相对而言最为合理的解释、理解与预期，而非对所有现象包举囊括。吕国英气墨灵象艺术论正是具
备了这种价值的理论，它在理性解释世界的过程中，以继承和融合的姿态将新的范式并入自身体系，进而
构筑起逻辑的链条，重现隐藏在表象之后的规律，并对未来的趋势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因此也可以说，气
墨灵象论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自我超越的理论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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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至5月8日，“丝路新语·2018博
鳌国际雕塑展”在海南省琼海市博鳌融创金
湾举行。此次活动借助多元的艺术表达和生
动的展览形式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

交流，积极呼应2018博鳌亚洲论坛“开放创
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主题。

此次展览的国际雕塑邀请展部分围绕
“历史与当代”“传承与创新”“多元与统一”三
组关键词铺开呈现。“历史与当代”集中展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价
值、当代文化精神；“传承与创新”力求搭建一
座沟通当代与历史、海上与陆地、中国与世界
的桥梁；“多元与统一”则展现多元文化的交
流和互通，不同国家的雕塑家在作品材质和
创作方式上各具特色，折射出不同文化基因
和艺术心理。

展览学术总主持吴为山介绍说，自2016
年首倡“丝路新语”系列学术展览，相继举办
了“丝路新语——东西部雕塑家作品展”和

“丝路新语——2017青岛‘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雕塑邀请展”，展示以中国东部为代表的

“海上丝绸之路”和以西部为代表的“丝绸之
路”的灿烂文明，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文化艺术交流。此次博鳌国际雕塑展以博鳌
亚洲论坛在琼海举办为契机，以海南这个“一
带一路”战略重镇为基础，以“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精神，积极创造
合作平台，开展深入而广泛的民心交流，通过
雕塑艺术展示不同民族、国家和社会的人文
风貌、发展需求。

展览的公共雕塑邀请展部分由卢征远策
划，邀请了22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雕塑家的

36件公共雕塑作品参展。展览作品以关注人
类与环境的生态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
转换、当代社会美好精神面貌为主题，在博鳌
亚洲论坛期间，为观众带来视觉享受的同时，
加强公众与艺术的体验与互动，提升了公共
空间和自然景观的文化品质。展览路线则依
照丝绸之路的形式在沙滩蜿蜒穿行，如一幅
徐徐展开的长卷书画，艺术与海天呼应，白天
的海风携着历史的记忆拂过金湾海滩，夜晚
的灯光如繁星散落在海岸线，观者游走于此
不经意间已步入一幅古今水乳交融的卷轴画
中，也恍若置身于一方艺术与自然浑然一体
的妙境。

卢征远表示，展览中对整体空间的安排
还引入了中国山水画中“游”的概念。回顾传
统山水画的发展，从画面中流露出的多是古
人与自然和谐相容的关系，他们沉浸寄情于
山水或与自然合二为一；而西方的风景画中
艺术家与自然多为“矜”的关系，人在风景前
保持距离和观望欣赏的状态。借此意象，此
次展览对空间的构想上试图打破展陈与景观
的间隔，在海天交际的背景下，户外人为的展
览布局设计与天然景观相辅相成，构建出具
有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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