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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生活美学

他曾这样解释他的作品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将作品比之

风筝，风筝必须能离地升空，但风筝不能断线。”他怀着赤子

般的热情迷恋，吸收着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同时又不愿为千年

传承因袭的程式化艺术语言所局限。在“左冲右突”“东寻西找”

中，吴冠中形成了画风多变但主线贯通的、具有中国气质的油

画和具有现代意味的水墨画。这是一系列中西绘画语言相互磨

砺的实验，是东方意趣与情思在油彩画布上的再生。恰如吴冠

中本人所自况的那样：“品尝了西方的禁果，又不愿被逐出自

家东方的伊甸园，确有这样的现代亚当和夏娃吧，我属于他们

的后裔。朝暮所见、所思，人物山川牛羊，都属家乡，都属东方。”

继油画民族化探索之后，吴冠中在上世纪 80 年代再次大转

向，开始同步探索水墨与抽象，旗帜鲜明地宣扬、实践他的现

代主义艺术观。无论是表现江南水乡的《鲁迅故里》，还是用

点线块面构成的《张家界》，他近乎抽象的几何构成，缠绵纠

葛的情结风貌，其实都渊源于具象形象的发挥，即“风筝不断线”。

他曾坦言，“苏州拙政园里的文徵明手植紫藤，苏州郊外光复

镇的汉柏，均缠绵曲折，吸引我多次写生，可说是我走向《情结》

《春如线》等抽象作品的上马石”。而在《彩无极》《雨花江》《海

港晨曦》等一大批作品中，吴冠中或以丰富色点构成斑斓的画

面，或以标志性的抽象笔法在方寸之间营造自然景观，近看抽

象，远看则浑然一体，组成独特的画面。尽管用传统绘画的“笔

墨”“线条”来衡量，吴冠中的这些作品未必算得上最高明的

中国画，但在画面的构成、色彩、节奏、气韵上，依旧有着独

到的探索与追求。他的浪漫诗性横溢开去，不再执念于一花一草，

一山一水。他信手挥洒，提按点画，越来越趋向概括，趋向简

放，他“沧桑入画”，让如钩之月牵动人心，依着他的老辣之笔，

让万物漫生风华。

2010 年春天，91 岁高龄的吴冠中依然秉持着极度抽象的理

念，着手创作作品《最后的春天》。他将细长柔软的线条、浓

淡相宜的点彩，直观、恣意地铺陈于律动的画面中，使人如沐

春风。遗憾的是，他在同年 4 月因病住院，并于两个月后溘然

长逝。家中的画架上，留下了这幅还没来得及签名的作品。因

为这幅画作的特殊意义，吴冠中家人在将其捐赠给清华大学艺

术博物馆时，特别强调不做托裱，以保持其本来的笔触与状态。

此次大展，《最后的春天》也来到上海，成为唯一一幅横卧在

展柜中的“原生态”作品。

与老师林风眠多年沉寂的命运不同，吴冠中在晚年迎来了

巨大的荣誉。1992 年，大英博物馆举办吴冠中个展，罕见地打

破大英博物馆只展文物的不成文规例。时任大英博物馆策展人

安妮 - 法勒表示，吴冠中是一位极富盛名的艺术家，是第一位

在大英博物馆举办个展的在世中国艺术家。其作品融合了中西

方元素，并参考了抽象表现主义。但吴冠中从未转向纯粹的抽

象表现主义，也从未失去灵感的最终来源，那就是大自然和他

的祖国。对此，美国知名艺术史学者高居翰先生也认为，吴冠

中的绘画充满了最能集中反映本世纪中国艺术面貌的各种特点，

即东西方艺术的交汇融合。高居翰这样写道：“在将两种绘画

吴冠中《崂山松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