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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看云坐，清秋对雨眠。

眉头无一事，笔下有千年。

用宋人邵定的这首五言绝句形容徐冬冬当下的状态，

似乎颇为适合。

年少成名，周游世界，风光无限好的时候，徐冬冬选择

回归北京蛰伏了起来。

他喜走在京郊泥土地上悟阴阳两气之变，作为艺术家，

以眼、耳、鼻、舌、身、意等八识感悟这缤纷的宇宙世界，似乎

比常人更敏感些。大寒节气，突觉到脚底的泥土变得软似

发面，这是一年中阴气最盛之时，地底下的阳气开始冒出来

与空中阴气交融，如太极推手般来去自如。随着太阳黄经

转至315度，立春到来，他体悟到阳气渐渐过了脚踝，草慢慢

复苏了。感受着阳气漫过了小腿，小小花蕾已开放。再等

阳气到了腰间，满眼皆是春天的景象。

徐冬冬的抽象绘画所要表达的，不仅是眼中所见，而且

是天地间气韵之变带来的生命问答，是大自然变化中所蕴

含的中国哲学“因明至诚，因诚至明”“吾心即是宇宙、宇宙

即是吾心”，从心性和自然两方面阐述“天人合一”，讲究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理。徐冬冬坚持在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这一中国古老文化中挖掘，是为探索中国式抽象逻辑思

维。他说，“在这百年不遇的东西方文化大会通中，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定会产生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文

化，而这新型文化的一个主旨就是建立东方式抽象逻辑思

维，这也是为建立我们自有的科学体系作文化思维基础，这

样才会有自主的引领性的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为

了这一目标，他隐居二十多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

先进科技文化中汲取养分，建立中国抽象绘画。二十多年

来，他一路探索，创作了以天籁为源的《音乐》系列，以《诗

经》为源的风、雅、颂系列，探讨儒释道三家的《神灵十则》

《有与无》《迷失的快乐与幸福》《寂静》等系列作品，追求无

我的精神，直到十多年前，独自面对大自然作生命问答，进

入《四季》系列的创作，《二十四节气 ·七十二候》便是这个系

列的开端。他说：“这十年如梦幻，如饥似渴，没有一分钟的

停息……”徐冬冬用140余幅色彩浓烈、肌理独特的节候主

题画作，完成了自己对中国抽象绘画的定义。

画画不是目的，问道才是根本

十年创作间，徐冬冬除埋头于二十四节气，什么都没

干，心里已容不下别的了。搁笔后又整理、完善了两年，交

出版社出版《二十四节气 ·七十二候》。此书两年来已加印8

次，获评“中国好书”和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等

奖项。

近年来，除创作外，徐冬冬还做了一件在他心里视为分量

极重的事：参与筹建了其外祖父徐诵明在绍兴新昌的故居。祖

孙间感情甚深，讲起外公，徐冬冬娓娓道来。徐诵明是中国高

等教育和医学教育先驱，西北高等教育和中国病理学奠基人，

早年曾先后担任过五所国立大学校长，他的教育思想紧跟世界

先进教育方向，又立足于本土文化，办学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一

生倡导“民族复兴之基础在于教育”。尽管家中小辈大都从事

医学或理工科，对于这个小时候就“很倔强”的外孙徐冬冬选择

画画，这位教育家给予了很大的理解。张载说：“人性固有天

道。”老人家从不过问徐冬冬到底在画什么，但常跟他讲，一个

人需要建立为学态度、治学方法、精神气质和人格境界。作品

就是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境界的反映。

徐冬冬入门笔墨，上溯宋元历史名家，尤好青藤、八大、

担当、石涛，凭对中国写意画的高度领悟，常在笔墨间与倪

云林等高士雅集，这也是其将隐居地取名“云归处”的缘

由。上世纪80年代初，徐冬冬25岁就出版了八开本的诗画

集，文化大家刘开渠、聂绀弩为其作序，翻译大家杨宪益又

将其诗文译成英语介绍海外；27岁，由中国美术馆主办《徐

冬冬画展》及收藏仪式，在中国美术馆的主大厅圆厅开幕；

29岁，成为国家一级美术师（教授）；31岁，由国家文化部和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徐冬冬足迹——十省市巡回画展”，

这也是文化部首次为艺术家主办巡回展览。他在艺术上受

到吴作人、刘海粟、刘开渠、王森然等名师指点，同时，他又

跋山涉水，师法自然，历黄山武夷九华，走云贵川滇，悟日月

山川之气韵。此时，徐冬冬也开始思考和理解中西方风景

画背后的根源相异之处，尝试沿用中国山水画的散点透视

的特点，将西方印象派的色彩与中国意象相会通。徐冬冬

认为，中国是一个有诗的国度，“诗意”充实着中国人生活的

点滴，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笔墨思维与西方光影成像

所融合的境界，就是中国印象绘画，也有人称其为中国彩墨

画。如今回头来看，徐冬冬在近五十载艺术生涯的前二十

多年对于中国传统意象绘画和中西结合的印象绘画的探

索，也是与同时代中国美术界从传统到追求中西融合的求

索过程相吻合。而其后二十多年的笔墨耕耘，皆在探索建

立中国式抽象逻辑思维的绘画开新之举上。《二十四节气 ·

七十二候》是十年磨一剑的作品，是《四季》系列组画的第一

组，从意象、印象到抽象，徐冬冬在完成自己的绘画三阶段

问道时，说“其演变过程是时代的要求”。顺应时代，站在对

人类文化进程和东西方文化演变比较的高度上，问答了一

些关于人类社会文化与宇宙自然关系的问题。

画生命中无形之大象，作宇宙间
生命的问答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大雪，十一月节，至此而雪盛

也。”老子说，万物生于静，归于静。世间所有绚烂终归于朴，这

是徐冬冬从“大雪”中参悟的智慧。2003年，在欧美各国上千

家文化机构参与下，他用行为艺术完成“阳光与和谐的梦想”的

创作后，回国，在京郊营造一处小园，取名“云归处”以纪念倪云

林高士，开塘养鱼，并植数棵牡丹，过上了与牡丹度日的隐逸生

活，开始思考何为中国式抽象逻辑思维的绘画，探讨诸如“意识

是物质吗？”“何为真、何为善与恶”“生命的意义”“生与死”等根

本性问题，通过抽象的笔墨来展现其思考，反映对现实生活的

思考和对未来的遐想。徐冬冬所倡导的中国抽象绘画，是要在

中国哲学里寻找抽象概念，与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中的思维相会

通，使之成为其绘画语言。它与西方文化原教旨中“以人类为

中心”“利己”的主张有本质性不同，而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讲

究“天人合一”“利他”的精神。他说，这是中国抽象绘画基础性

总纲。徐冬冬创作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其对真、善、美

的思考，不是从已有的美学经验中所得，而是从宇宙间那时、那

分、那秒的物质生命的真谛中的“真”而来。它不只是眼见为实

的“真”，它的“真”，强调逻辑思维的科学性，而“善”的表达，则

来自中国传统心学的滋养。王阳明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

去恶是格物”。善恶不在求“利”上，而在“知”字上，人类的理想

与追求在扬善抑恶，恶是不能根除的，有善必有恶，和四季中有

阳必有阴一样，是事物的两个方面。当我们明了真谛，知晓善

恶，美不必刻意追求，便可自然呈现。这个自然产生于“心”，心

为宇宙本体，这就是陆九渊所言“吾心即是宇宙”的意思。这套

组画的创作方法更不同前人，不再是构图、色彩、笔法等简单的

工艺方式，而是将中国哲学里基本概念的“气”引入其中。儒家

张载最早提出宇宙万物皆是“气”的理论，而后道家陈抟和周敦

颐又有关于太极阴阳两气之说……徐冬冬把阴阳两气直接作

为创作之源，阳气来自太阳而阴气来自季风，季风的方向取决

于北斗七星的把柄所指，如把柄朝东是春季到来，东风而至，立

春初候为“东风解冻”就是此理。奇特的画境在《二十四节气·

七十二候》组画呈现出来，每幅画的纹理皆与北斗七星把柄方

向一致。画面上纹理乃自然形成，而非刻意为之。

徐冬冬在创作中追求“不时不作”，用眼、鼻、耳、舌、身、

意等八识所感悟，表达空的真象而非色的假象。色彩为万

物阴阳气韵的表达，画家按节气的每候去感悟阴阳两气之

变，落于笔端，春采甘露，夏携新雨，秋含风沙，冬化晴雪而

融色。取每候当时之水而融色，百色入洗挥毫泼之，水色交

融如瀑泻之，遇古老的宣纸，肌理万般浮现，层层叠染，一层

一变，气象万千。当冬季寒冷极致“大雪”节气，画家干脆将

画作抬至室外冰天雪地，如画盖上雪被。他站在花园里与

画作一起任大雪纷飞，作内心的独白。他在大自然中作画，

内心跳动与大自然和鸣共振，奇异的画面在此时生长：又似

烈火中成型瓷器的冰裂纹，又似戈壁深处的自然风化的筋

脉石，其变幻的纹理、绚丽的颜色，是大自然在季节交替时，

阴阳两气变化中得到相互平衡而达和谐的过程。这就是

《二十四节气 ·七十二候》的生命表达。

早在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二十四节气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仅从科学上，也从文化的意义

上给予肯定，认为这是中华先民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

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五天一候，一候一变，三候为一节

气，六个节气为一季节，一年为四季共二十四节气七十二

候，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其中有亘古不变的宇宙天象，有

应时而变的物候现象，有自然万物的交叠更替，更有先民的

时间与生命智慧。徐冬冬不是将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创

作看作一般知识性的命题，而是建立在自己对东方式抽象

逻辑思维的理解之上，追求在“离形去知”的状态下达到“无

知之知”之境。“气”与“阴阳”，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核心

概念之一。围绕太阳、地球、月球等星象运动位置、轨迹的

相对变化，古人通过对阴阳两气变化的细致观察与深入研

究，总结出中华历法、物候、气候，并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时

间哲学，以及阴阳两气和谐、平衡的生命哲学与宇宙观。

徐冬冬创作《二十四节气 ·七十二候》，从每时、每日、每

候的阴阳两气交合变化而达和合的境界，来感悟、发现宇宙

世界的抽象母本，而作品是深埋在天地间的生命之心，是生

命中有与无的抽象逻辑思维的表达，更是转瞬即逝的永

恒。“笔走色空里，墨含有无中”。在徐冬冬的四季艺术生活

馆里，悬挂着一幅由书法大家沈鹏先生书奉徐冬冬的诗作：

“笔从色中过，五蕴本自空。静心四季里，冥想天地间”。徐

冬冬说“画画不是目的，问道才是根本”，建立中国抽象绘画

流派是“小我”，而将其融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道，就是

“大我”。辨别自然生命中的真、善、美，进一步完善人类大

道中的“大我”。他希望能有更多同道一起推动中国式抽象

逻辑思维的发展，将抽象逻辑思维带入到中国新型文化的

构建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提

供创造性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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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冬冬的抽象绘画所要表达
的，不仅是眼中所见，而且是天地间
气韵之变带来的生命问答，是大自
然变化中所蕴含的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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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六月廿二
丙烯纸本，176cm?

97cm，2019
大暑初候腐草为萤

▲

戊戌年八月二十，丙烯
纸本，176cm?97cm，2018
秋分二候蛰虫坯户

▲丙申年三月十五，丙烯
纸本，176cm?97cm，2016
谷雨初候萍始生

▲癸巳年十一月十八，
丙烯纸本
176cm?97cm，2013
大雪三候荔挺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