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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由中国美协、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中国
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中国美协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山东省艺
术研究院、山东美术馆承办，山东水彩画院、山东水彩画会协
办的“水彩与新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水彩
画泰山学术论坛在济南举行。中国美协水彩画艺委会主任陈
坚、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一级巡视员李国琳等及来自全国各地的120余位水彩画艺术
家、美术理论家参加了此次论坛。

本次论坛集中了中国水彩画领域最具代表性、水平最高
的艺术家和作品，同时也汇聚了美术理论界享誉盛名的国内
顶尖专家团队，是中国水彩画界在过去十余年间规模最大、规
格最高的一次集中展示和研讨活动。

论坛开幕式上，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李国
琳、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中国美协水彩画艺
委会主任陈坚等分别致辞，祝贺论坛成功举行，并希望本次

“泰山学术论坛”在中国水彩画的发展历程中，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

随后，来自中国美协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和中国美协美术
理论委员会的数十位艺术家与评论家展开对话，共同探讨深
刻影响水彩画界、美术界的最新理论和观点。论坛上，与会专
家就当前国际及我国水彩画领域产生的新思想、新方向展开
了充分详尽的交流，现场学术观点频出，思想交锋不断。与会
专家谈到，中国水彩彰显出时代的文化张力，积极借鉴西方绘
画的色彩、造型与合理因素，并且有别于以往的被动融合，在
保持民族性的基础上做出当代的合理选择，从而使中国水彩
具备了内生活力，迎来中国水彩的新纪元。但水彩画家也应
带着问题意识前行，如过度制作、一味追求绘画技术的时髦、
思想苍白、内容空洞等现象时有发生。专家认为，水彩画也要

“脱贫”，避免画作内容精神的贫瘠，就要俯下身子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努力创作出有生命、有温度、有情感、反映时代的高
质量作品。

论坛活动中，由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和山东水彩画院共同
发起的山东水彩研究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将联合省内外艺

术机构、艺术院校的水彩研究力量，把山东当代水彩创作带入
学术研究、理论引领的新状态，进一步加强和促进水彩画学术
建设，抓住全国水彩创作进入高峰期的历史机遇，推动山东水
彩画在学术、创作、实践等方面“三位一体”同步发展，更好为
全省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本次论坛积极响应中央有关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号召，
与5月15日在山东美术馆同步启幕的中国水彩名家学术邀
请展相得益彰，在突破理论高地的同时，弥合了理论与创作之
间的距离，其意义不仅
仅是一次水彩画领域的
尖端学术探讨，更是力
争在庆祝建党100周年
之际，以艺术理论引领
艺术创作，以艺术创作
彰显艺术理论，进一步
引导全社会关注美术创
作、关注美术理论。本
次展览展出新时代以来
部分中国美协水彩画艺
委会委员及部分全国优
秀水彩画家创作的128
件作品。这些作品遵循
艺术规律，深入生活，
记录了时代风采，塑造
了人民形象，其中既有
来自建设一线采风创作
的鲜活佳作，更有体现
艺术精神、精心打造的
时代精品，体现了新时
代中国水彩画当代发展
的繁荣景象。据悉，展
览活动将持续至 5 月
30日。

“水彩与新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国水彩画泰山学术论坛暨中国水彩名家学术邀请展在济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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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水彩画是中国美术领域发展最快、进
步最大的画种。在新中国美术史上，特别强调主题性
创作、宏大叙事以及艺术对现实生活深度全面的反
映，所以过去以抒情画风和描绘风景、静物见长见多
或作为绘画基础训练手段的水彩画，一度被视为“小
画种”，不入美术创作的“主流”和“正殿”，从艺人数
也相对较少。但是新世纪以来，水彩创作蓬勃发展，
已蔚然成风，今天的水彩画创作队伍与势力不容小
觑。这首先表现为规模见大，拥有越来越庞大的创作
队伍，展览交流、写生创作活动频繁。自1999年第九
届全国美展将水彩列为专门展区以来，越来越多的
高质量水彩画展相继举办，水彩画在社会生活领域
中的可见度大大提高。

其次表现在格局见大，今天的水彩从“习作”向
“创作”、“微型”向“巨型”、“抒情”向“叙事”转换的趋
势日益明显，大有叫板“油老大”的势头。当今国内水
彩画中出现了许多颇具史诗感的作品，例如由王绍波
创作的水彩画《渔歌》曾获得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画
家用水彩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宏大的、雄健的情绪，改
变了水彩画是“小画种”的传统认知。格局见大又着重
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题材突破。在主题性创作
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大量表现重大历史题材和现实生
活，极大地拓展了水彩艺术的题材领域和表现范围；第二，创
作主导。以谨严的构思整饬笔下形象，将技巧、手法、语言形式
或风格样式导向特定思想主题表现的创作性，日益成为影响
水彩艺术走向的主导方面，改变了以对景写生创作的传统格
局。第三，塑造力强化。比之于油画，原本非水彩之长的塑造
力，即透入神情质感、丝丝入扣的塑造性刻画，包括对人物、景
物、器物形象深入细微的刻画，以及大场景的恢宏性驾驭，在
水彩画创作上有了显著加强。例如第九届全国美展金奖水彩
作品由陈海宁创作的《和谐的记忆》，在塑造性刻画方面功力
见长，暗含了水彩创作的整体发展趋势。第四，风格形式多样
化。几乎整个艺术领域的所有风格样式都有水彩介质的呈现，
例如写实、写意、抽象或装饰画风，水彩画风格面貌比较丰富。

最后表现在气度见大。当代水彩画创作有一种舒展、开
张的气象，它体现了画家审美心理素质和艺术修养的提高。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切入结构的笔调。西式造
型基本功提高，笔道扣合着形体结构，有一种嵌入对象的塑
造性，每每透出油画般凝重、敦厚、贴实的气魄风骨。第二，传
统画法（国画或书法用笔）和写意画风融入。这显示了中国画
家在驾驭水质媒介方面的深厚历史经验积累，这种积累在写
形状物的表现结构中得到了创造性的发挥，造就了水彩画的
独特气质和中国特色。

中国水彩画的长足进步和发展有目共睹，但水彩画坛创
作倾向中尚存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崇“大”恐“小”。当前我们还需要努力提高关于水
彩艺术的创作自觉，要想达到高度自觉的程度，就不该被观

念所左右。当今许多国内水彩画为改变社会认知中
的“小画种”偏见，多有刻意追求主题性创作、取向宏
大叙事或恢弘场景的倾向。水彩画的介质有其自身
特点，我们应当尊重材料本身的规律、特性。现在国
内水彩画普遍存在刻意追求宏大题材的倾向，落入

“唯题材论”的窠臼，对描绘对象缺乏会心的思想情
感认同。这透露出的正是缺乏艺术自觉所带来的不
自信，创作背后所计虑的不是艺术质地而是社会学
地位，以致因“义”害“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水
彩画以大尺幅求“表现之大”或展场中先声夺人的视
觉冲击，往往出现结构的松弛以及整体驾驭上的捉
襟见肘。以尺幅决定的创作动机，磨掉了生动的感
觉，或靠抄照片来对冲长时段创作的感觉迟钝，当然
这一现象并不只在水彩画界出现，而是整个美术界
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是视觉文化大背景下的产物。

其次，重“油”轻“水”。由于挥之不去的“小画种”
意识、水彩艺术自觉的不足，造成看齐于油画塑造性
语言的自我语言抑制，流露出一种以“油色”效果为
衡准的“画法的刻意”。许多水彩画家内心装着油画
的标准，竭力向“油老大”看齐，水彩画本身的语言特
质被抑制、遮蔽，这不利于水彩画自身的语言探索与
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笔调枯焦。
为求细致入微的塑造性刻画，干画法流行。我并非否
定干画法，这种画法本来就是水彩画画法中的一种，
但是干画法是相对湿画法而言的，里面已然会有水
的存在，干画并不枯。现阶段对干画法的追求有失干
湿的辩证把握，造成“水色”艺术特质和美学魅力的
流失，对水彩艺术而言，这是大忌。第二，韵味缺乏。
显然，以水彩介质应对大题材、大画幅，不如油画介
质更好驾驭。其快干性的媒介特性，使人不得不以分
割处理等变相手段克服“逆行”带来的技术难度，以
致幅间不免显出勉为其难的拖沓滞涩或较劲于制作
功夫的匠气，少了水彩那种快速运笔、交融水色所具
有的透明清逸、一气呵成的特有形式韵味。第三，特
色削弱。以上问题削弱了水彩画种自身的特质特色，
使得水彩画与油画拉不开距离，这会影响画种的形
态学定位及美学价值的发挥。

最后，厚“理”薄“情”。水彩画坛有些创作很看重
“观念”，画家或许担心被人觉得肤浅平庸、缺乏思想
深度或所谓的精神性，从而为作品注入让人云里雾
里的“观念”，或以暧昧晦涩的理念意绪结构画面，又
或许受到不重媒材技法、空谈艺术性的“泛艺术”观
念影响，以致为显示思想的深度或认识的超凡脱俗，
而刻意于题材、构图或笔法等方面的“出格”。

在我看来，艺术魅力多来自文化人格的自然流
露，丰富的内心世界和艺术自信会赋予作品以坦荡的气质，
这种意义的艺术精神性和美学品质是佯装不了的。当画家的
天真性情被刻意的观念追求所左右时，你会感觉到一种矫揉
造作、一种忸怩作态、一种言不由衷的佯装伪饰。这种厚“理”
薄“情”的创作倾向，结果可能是情理尽失，牺牲了水彩艺术
的语言特色、形式美感和艺术魅力。此外，以雕虫小技式的小
趣味或特技处理掩盖造型、色彩、构图、用笔等基本功薄弱的
做法也是应当摒弃的。（文稿由本报记者许莹根据“水彩与新
时代”中国水彩画泰山学术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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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记忆 陈海宁 作

1919年，57岁的齐白石离开湖南，他是为了躲
避战乱而北上。

2020年，49岁的周艺文离开湖南，他是为了艺
术理想而南下。

北上与南下，出湖的经历发生在不同时代的艺术
家身上。

到底是出湖，还是固守故乡？到底是出湖，还
是入湖？

齐白石出湖后，走上了艺术的高峰。
王憨山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故乡双峰县，他朴

实、憨厚、率真的艺术，使他成了一个隐居乡野的
大画家。

杜甫入湖，晚年漂泊在岳州、潭州、衡州一带。“昔
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
舟。”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冬，杜甫带着一家
老小从长沙乘船去岳阳，在经过洞庭湖时，风疾加重，
卧床不起，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
南亲友》这首长诗，以交代后事。

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青
岑。郁郁冬炎瘴，蒙蒙雨滞淫。

写下此诗后，杜甫在破船上去世。他一生遭遇的
苦难都写在了这首诗里。

现在读其绝笔诗，不觉潸然泪下。
周艺文的艺术，在奇幻与神秘的氛围之下，有湖

湘子弟的忧思与悲悯。杜甫沉郁的诗风，屈原汨罗江
边的天问，并没有随风飘散，古老的历史在我们这一
代人的心里。

周艺文的艺术是沉到了历史深处的艺术，是依然
怀沙赴死的艺术，是不顾庸常与世俗的艺术，他埋首于
故国往事，面容清新，起笔如神灵附体，落笔如疾风暴
雨。周艺文的作品中隐隐有雷声，有虎啸，有轻轻的脚
步，有沉沉睡去的美人，有爱的纠结，有痛的释放。

周艺文的艺术，在美的沉思之下，有复杂的历史
经验。他并不直接倾吐历史，沉郁也只是藏于画面之
下，他并不画痛苦，痛苦化成了轻盈的山水，生命体验
化成了枯荷，爱化成了一尾游鱼。借山水与神灵，周艺
文让画自己开口说话。

周艺文从洞庭湖来，洞庭湖是一面镜子，照见了
杜甫历史的面容，也照见了周艺文饱满的面容，他的
画里风云变幻，生死相依。洞庭湖、汨罗江、湘江，终将
流入大海，屈原、杜甫，他们活在文明里。今人是未来
的古人，历史与现实的面容都将是水中一缕烟，成为
永恒的艺术之源。

周艺文走过了洞庭湖、汨罗江、湘江，他站在大海
汹涌的波涛之上，他的艺术终要走出湖南，跨过洞庭
湖，走向大海。

唯有大海知道你的未来，唯有大海升起你的光荣
与梦想，唯有大海接纳你的苦痛与伤悲……

从洞庭湖走向大海的美术路径
□周瑟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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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春天之一

洞庭在咆哮

寂静的春天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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