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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岁的北京重彩写意花鸟画家郭怡孮对上海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父亲
郭味蕖早年曾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习西画，老一代美术家受到海派的影响
非常大，郭怡孮也一直关注着海派在当下如何生长。他欣然接受了朵云轩
书画院的登门邀约，与龚继先、张森、卓鹤君、王冬龄、言恭达、朱道
平、鲍贤伦、田黎明、张伟民、陈振濂、高云、何家英、江宏伟、周京
新、汪家芳、何加林、徐累、陈翔等艺术家受聘为新一轮朵云轩书画院特
聘专家，冯远和卢甫圣受聘为朵云轩书画院名誉院长。

他们以笔墨
抒写大时代的家国情怀

◆吴南瑶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中国

画家有责任用自己的创作提升老百姓对本民

族文化的归属感和审美能力。齐集了全国

“顶流”的三十位书画家，用一个名为“会心与

真放”的展览，朵云轩书画院在为上海市民呈

现一道艺术盛宴的同时，也试图用创作回答

中国画要给社会输出怎样的审美价值，中国

画要以怎样的形式与当代社会产生关联。

立传统之根，发会心之声

上海山水画家汪家芳功底扎实，融合传

统文人意趣。画展现场，他和前去参加开幕

式的画家们分享了一件让他觉得啼笑皆非的

事：留学回来的儿子搬了新居，他挑了几件自

己感觉不错的作品送去。结果老爹的作品小

汪一张没挂，除了自己收藏的一些当代作品，

倒是留了一堵墙，挂上了几张古画和一套任

伯年的小册页。小汪是完全不喜欢传统吗？

显然不是。更让老汪“嫉妒”的是，小汪从一

家画廊里收了和自己同为“50后”画家的田黎

明的一幅人物画。汪家芳问儿子是不是认识

田老师。儿子回答：“他是大名家，我不需要

认识，但他的画我喜欢。他的画里面跟我的

设计，很多理念是相通的。”

故事带着几许自嘲，但更多的是对中国画

在当代发展的思考。世界上最古老的画种，如

何为90后00后发自内心地喜欢；如何让我们

独具特色的，中国气派的中国画成为国际上绕

不开的选项？这关乎着中国画的命运和走

向。上世纪30年代，鲁迅在《且介亭文集》中写

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在时代

的更迭中，依然被反复引用。而民族性、世界

性、时代性、创造（个）性这四个关联性概念，也

是鲁迅启蒙思考文艺价值判断的四个主要标

准维度。中国古典绘画以生动的气韵，简洁的

笔墨，流畅的线条，重情趣求意境，至宋元全面

发展了各画种，题材广泛，画派并出，盛极一

时，形成了世界上独树一帜的风格，并对周围

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西方的

绘画也从中汲取良多。究其原因，中国古典绘

画无疑完美地应对了鲁迅先生所提及的四个

评判标准，拥有了某种“恒定的审美”。

被小汪喜欢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田

黎明回应了这个可爱的故事。中国画的产

生，和古人的生活方式密切关联。它是一种

生活方式，亦是一种文化表达。日之所思落

实到绘画中，体现了一个人的行为规范和生

活方式。绘画成为了一种表达方式，来承载

理念。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一种整

体性。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画展的名字：

会心与真放。中国文化并不是停留在字面

上，它扎根在大地中，注入在每一代人的生活

方式里，不断生根发芽和成长。在中国的土

地上成长，就能够得到这种人文的滋养，也使

得中国文化的精粹能代代传承。

浙江花鸟画家张伟民早年在西泠印社工

作期间，曾与上海的很多老先生有交谊。在

他看来，程十发、唐云、朱屺瞻等老先生身上

都有一个特点，都是真性情。画家应目而会

心，要多多观察自然、深入生活、体验生命；移

情会心，则必须发自真情，开合任天真，能做

到这样，自然便能下笔有神，胸有成竹。

持“远”的精神，扬时代的正气

上海本地的山水画家萧海春今年79岁

了，这些年来，他一次次不惜打破自己成熟的

绘画语言，真诚而执着地思考着，如何从传统

中走出来的问题，因为“古人看山和现代人看

山完全不一样，人和山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

改变”。山水画讲究高远、深远、平远。萧海

春特别指出，中国山水画造于自然，但自然里

包含着诗的意境和哲学精神：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远意”是很重要的，这

也提示着艺术家们，要跳脱出“舒适圈”，跳脱

出惯常的思维方式，让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

精髓和韵味得以延续和发扬，让已有千年之

寿的中国画焕发生命力。

中国画的根本是笔墨，在看了展览之后，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陆俨少的弟子卓鹤君打

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以前谈恋爱，都是男追

女，现在也有不少女追男。以前中国画家大

都是笔墨上寻找形式，而现在，趋势是形式在

寻找笔墨。但是否这是创新唯一的道路，答

案从来不是非黑即白。重要的是像“找对象”

一样去寻找，找到适合自己的，能用自己的艺

术语汇、自己的功夫能表现出来的。

展览策展人，朵云轩书画院院长王立翔

表示，中国画的求新求变是对“守正创新”最

好的诠释。这也是朵云轩书画院特聘专家共

有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不追求标新立异，寻

求的始终是“中和正大”之美。继承和弘扬中

国传统书画艺术，真切反映时代的脉搏，为推

动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贡

献力量，是朵云轩书画院建设的愿景，本次展

览也正是基于这一学术视角而策动的。30位

中国顶流画家涵盖了中国书画及篆刻，艺术

家们讲造型，讲笔墨，讲意蕴，较为全面地展

现出了当代书画艺术的特质和审美风尚。86

岁的陈家泠是参展艺术家中最为年长的。他

所带来的三联屏《喜上眉梢》俨然造型、线条、

色彩组合而成的当代设计，气氛、情绪、活力

统合一体，他对创新的理解也代表了很多艺

术家的心声：艺术离不开时代的潮流、时代的

正气。

中国文化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

种理念渗透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这让我

们面对西方文化和多维哲学理念的冲击时，

仍然感受着中国文化的厚度、坚韧和博大。

民族文化间的差异性赋予了世界和人类文化

丰富性意义与多元化价值，而当天然的“民族

性”达到“世界化”，自然也就能收获不同年

龄、不同族群的人们的喜爱。艺术家亦是在

不断“会心”与“真放”的过程中，一边守住中

国传统绘画中人文境界与高尚心性，一边在

平等、尊重的前提下，不含门户之见，不吝中

外之分，沉下心来，以更宏大，更有“远意”的

视野来思考中国画的当代发展，用中国画来

展现中国当下的形象。

 郭怡孮《熏风》纸本
设色2022年

 陈家泠《喜上眉梢》（局部）

纸本设色 2021年

▲韩天衡《寿无极》行书横幅2016年

▲田黎明《树下》纸本设色2023年

相关链接

展览名称：会心与真放：朵云轩书画院

首届当代书画名家邀请特展

展览日期：    年 月  日—  月  日

展览地点：上海海派艺术馆（上海市闵

行区新镇路    号）

参观时间：周二至周日  :  ——  :  

（  :  停止入场），周一闭馆

参展艺术家（以年龄为序）：陈家泠、龚

继先、郭怡孮、韩天衡、刘小晴、张森、卓鹤

君、萧海春、韩硕、王冬龄、童衍方、言恭达、

卢甫圣、朱道平、刘一闻、冯远、鲍贤伦、田黎

明、张伟民、陈振濂、乐震文、高云、何家英、

尉晓榕、江宏伟、周京新、汪家芳、何加林、徐

累、陈翔

▲萧海春《日色冷青松》纸本设色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