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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为山靳尚谊：永葆对艺术的赤子之心永葆对艺术的赤子之心

视觉
前沿

靳尚谊先生是一位在艺术创作上有卓越成就、在艺术教

育上有杰出贡献的美术家、美术教育家。今年85岁高龄的靳

尚谊，在美术创作与教学领域已耕耘70个春秋。他的成长发

展与新中国同步。他和他的同代艺术家们的成就和贡献，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之际，靳尚谊再次将他的部分代表作品捐赠中国美

术馆，这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高尚品格和家国情

怀。中国美术馆为靳尚谊举办作品展，并将其列

入国家美术捐赠与收藏系列，这是对靳尚谊的敬

仰与尊重。

靳尚谊在创作上是一位有着强烈意识自觉的

艺术家：从上世纪50年代受苏联画家马克西莫

夫影响开始油画创作，完成了一系列在新中国美

术史上脍炙人口的历史画，到20世纪70年代末

逐渐潜心于对艺术本体语言的探索，最终回归到

中国人文历史，并在这深厚博大的传统中寻找新

资源。

他完成于1983年的名作《塔吉克新娘》，生

动展现了对古典主义视觉风格研究的努力，而完

成于1984年的名作《青年女歌手》，则更多融入

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视觉形式。这些画作意味着

20世纪80年代艺术家孜孜以求的古典主义绘画

语言风格的成熟。再到1994年创作的《画家黄

宾虹》、1995年创作的《晚年黄宾虹》、1999年创

作的《髡残》、2006年完成的《八大山人》，可以看

到艺术家的油画在表现形式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

中国意韵、中国风格。古典主义油画的典雅、单纯

与东方诗境的神逸、旷远、幽深，在他的油色里、笔

意里，精妙传神，意象万千。黄宾虹的墨韵、髡残

上人的禅味、八大山人的冷逸，这些倾注在人与

画、形式与意境、技法与审美中的诗性，以及在油

画中渗透的水墨意象，实质上是艺术家长期以来

的艺术心象。

大约20年前，我陪靳尚谊到南京郊区六朝石

刻遗址考察，那巍然于大地上的辟邪、天禄、麒麟

以其奇诡、神奇而宏大的造型叙说着我们祖先的

异想天开，他为之感动。记得他在我南京的工作

室，看到一本明人肖像画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明人造像中工致微妙的刻画，使人物形象真实可

感，仿佛能与画中人对话。这与西方古典油画肖像

画异曲同工，那人物形象中眼神、嘴角的描绘，尽

显中国绘画之能。人物的表情于平和宁静中见心

理世界。靳尚谊对这些都不由自主地欣赏。他的油

画肖像，尤其是表现中国传统文人的肖像画，具有

无与伦比的独特性，超越于一般人所理解的中西

结合的油画民族化概念。他入神、入心、入魂，入文

化之魂。这些脍炙人口的佳作具有文化的感召力，

让我们赞叹中国与欧洲两种文化的异质同构；让

我们在油画与水墨之间可以找到共同点，那就是

诗意；更让我们认识到艺术感人之深处，是对人的

真实感动，对文化深刻而生动的再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靳尚谊的创作通过表现温

良、灵敏、坚毅的中国人形象，展现中国精神，这是

因为他的内心始终保持着真善美的温度。靳尚谊

生命意识深处对人民、对艺术的赤子之心，是其艺

术深入人心的根本所在。

靳尚谊：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中国人也能够熟练地掌

握西方油画的技法。在表达自己的追求时，兼

顾中国的文化内涵与西方油画的精湛技巧，使自己的作品呈现出一种

不同于西方状态的新的抽象美。我想，为这个目的付出毕生的努力也

是值得的。

在中国，研究西方油画基础和画种的表现力比较深入透彻的画家，

我勉强算一个。从对基础的了解，到对画种的了解，再到对西方文化的

了解，越深入就越整体。作为油画家，我认识了油画原则的要求和魅

力。另外，我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好画。好画不在内容，在于表现的高

度，这个高度，古典和现代一脉相承。

我上世纪 80年代才开始看到古典作品，觉得古典作品含蓄、有力

量，欣赏的时候很舒服。几十年过去了，我的心情发生了变化，想回到

一种写意的状态，因为写意容易激发人的感情，但是做起来很难。

回顾自己从早期学习印象派到深入研究古典艺术，再回到印象派

的研究，我感觉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画家，对运用油画这种艺术形式表

现自然、抒发人物内心感受随心所欲，可以说已经达到人类的极致。我

作为有中国文人情怀的画家，要达到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度是不可能

的。这是我终身的遗憾。

过去，我对这个社会是熟悉的，技术问题解决之后，创造就应运而

生。现在我不了解这个社会了，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快。虽然如此，我仍

然在努力追求，作为画家我能够不断地探索，不服老地继续画，因为我

感受到研究的乐趣。

靳尚谊在捐赠展现场 浦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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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艺术家安德烈·布特兹在北京举

办首次个展。展览展出了艺术家自2018

年以来创作的布面作品和铅笔手稿。安德

烈·布特兹的创作主要围绕绘画媒介和其

历史展开。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他

的彩色绘画开始在国际艺术界获得广泛认

可。尽管被界定为一位表现主义画家，但

布特兹的作品深度和广度揭示了他对于风

格、媒介、构成和主题在各个层面上的推

演。艺术家生命中早期接触到死亡的概念

使其绘画实践渗透了对生命和死亡本质的

思考，他的绘画行为因此与存在体验密不

可分。在看似无穷尽的循环之中，这些画

面成为生命两级彼此间的映照与反思。每

一次风格或主题上的迭代都受到了过往传

统的影响——过去常常将我们推向绘画的

当下与未来。

4月15日，“人书俱老 不忘初心”——《李铎全集》首发式暨李铎捐

赠军博书画作品选展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国书协分党

组书记陈洪武代表中国书协祝贺李铎90华诞和《李铎全集》首发，从为人

为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李铎为中国书法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及书法创作

和教育等方面作出的贡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李洪军表示，

把万余件书画作品和艺术收藏品无偿捐赠给军博，充分展示了艺术家德

艺双馨的境界和品格。

此次展览展出的作品及实物，是从李铎捐赠的万余件（套）书画作品

和艺术收藏中遴选的一部分，直观呈现了其书体书风及艺术求索历程。

《李铎全集》系统总结了李铎的艺术人生，汇集了其70多年书艺生涯成

果，前4卷为书法绘画作品集，收录书法绘画作品463幅、约800件，第5

卷主要收录相关文集，包括常用印章182方、自作诗词263首及理论著

述、专家评论等。全集出版为当代书法艺术创作与研究提供了一部有价

值的学术资料，也为艺术品赏鉴提供了可靠范本。

安德烈安德烈··布特兹布特兹
在中国办首展在中国办首展

线的物理形态不外乎长短、粗细、曲直这些基

本的内容。一般意义上说，线可能表现为僵硬的

物理状态，成为界定和限度；线也可能成为一种有

情感的表现，凭借其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不可预

见性，成为画家的一种成就，表现出审美的独特魅

力。中国艺术赋予线的审美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创

造，而关于线的运用以及传承则积淀为中国绘画

的传统。从帛画到壁画，从画像石到画像砖，从卷

轴到扇面，线立定其骨骼，线成全其气韵，线演变

为一种胸中逸气。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艺术萌芽时期在彩

陶上的绘画就是用线来表现物象，哪怕是最原始

的刻画，哪怕是寥寥数笔，都是用线建构起了中国

绘画的造型基础。其传承与发展一方面是建立起

了基本的审美规则，另一方面则是在不断的发展

中丰富了线的美学，其中“骨法用笔”就是省视审

美和批评的标准之一。因此，不管是“曹衣出

水”，还是吴道子的莼菜条、李公麟的游丝描，高

度概括的“十八描”，在中国绘画中都有着标志文

化形象和品格的重要意义。马王堆的 T 形帛画、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都在线的基础上表现出了

画面所要传达的内容，同时与渲染、设色配合，还

在渲染之后要求用线来勾勒。而与线关联的流

畅、顿挫、疏密、浓淡、凝重、飘逸以及丰富的变

化，则是中国绘画审美中的一种专业指向。其中

又 有 与 画 法 关 联 的

快慢、抑扬和节奏，

更 是 画 家 努 力 赋 予

的魅力。

因此，线在中国

绘 画 的 历 史 发 展 中

表 现 出 了 深 厚 的 传

承关系，千古不移。

可是，到了 20世纪，因为西方美术教育传入中国，

并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广为普及，融合中西的时

代大潮逐渐改变了中国绘画发展的时代流向，而

新的时代审美也在契合时代的新的要求中，出现

了颠覆以往的种种。如此来看，曾经是“千古不

移”的“骨法用笔”也沦落到主流之外，而与之相

应的传统文人艺术的审美更是一去难以复返。

那么，传统中国画在20世纪中期所遇到的时代问

题，反映到线的传承与发展之上，同样是在一个

时代的反复中表现出了诸多新的问题。线不仅

是在传统中国画中弱化，而且还遇到了西方速写

中的线，因而在造型和表现中出现了新的变化，

也有了新的作为，同时，又因为与传统的关联，它

在版画、油画等其他画种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重视，并成为“民族化”的一个标记，有着多方面

的表现。这种“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景象，构成了

“新中国”“新艺术”的历史景观。

发轫于延安、兴盛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新年

画创作运动中的新年画，就是用最为简单的单线

平涂的方法，连接了民间年画的传统，开启了新中

国大众美术先行的历史步履，同时，又以不同于传

统的“新”而构成了新的时代风尚。这之中的线既

不是传统的木刻年画中的线，也不是水墨画传统

中的“骨法用笔”的线。所谓的改造和创造，在这

一时期的新年画中又表现出了延安风格在新中国

的时代转型。而在传统水墨画的表现方面，尽管

有着时代要求中的改造，但终究没有背离线的运

用，即使是融合西法，也表现出了光影和立体的感

觉，可是，线的坚守则表现出了对传统的认同。另

一方面，在力图创造新时代的民族风格并疏离“全

盘苏化”的时代要求中，线出现在油画之中也表现

出了一代画家的探索和追求。这之中线和造型、

色彩的结合，更是因为文化传统中的血缘关系而

显现出理所当然。而这之中有着从徐悲鸿、林风

眠一代画家对于中国传统水墨中的线的认识，更

有他们在实践中的努力和尝试。而黑白版画在新

中国的转型中，重要的特征就是运用明代刻本中

的线的表现，使这一时期的版画发展到了60年代

而有了新的面貌。直到 40 年前的机场壁画的出

现，在多种形式的表现中，线的力量在公共空间中

发挥到了时代的极致。

无疑，造型艺术中的线并不为中国所独有和

专享，从古埃及到文艺复兴的欧洲，线在世界艺

术中都有其特别的表现。但是，线能够反映不同

的文化类型，线在各种不同文化类型中都有自己

的表现形态和审美传统。因此，中国艺术中的线

的独特性以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面貌，正成为中

国艺术传统中的特别的内容。无疑，线有其自己

的质量标准和审美原则，在传统的“中锋用笔”的

导引下，中国绘画中的线具有不同于西方艺术的

特别的内容，尤其是与书法的关联，在技术层面

上勾连了审美的传统，也规范了技术标准中的一

些特别的内容。可是，这一传统的发展到了当代

发生了变异，最根本的就是线的形态和质量发生

了变化，这又关联到绘画传统发展到当下的现实

状态。

70年来，在新的社会与新的教育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一代画家在线的使用和线的创造方面的探

索和努力，显现了作为中国绘画核心语言的线的

传承与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历史时期中的

不同表现，是研究当代中国绘画的一个专门的个

案，也是一个基础的理论问题。传统在变化的过

程中如何保持中国绘画的独特性的内容和形式，

以确立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的独特性，焕发特别

的神采，则是21世纪中国绘画所必须面对和解决

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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