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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杨正新2024艺术展”即将于11月2日于程十发美术馆举行。杨正新在
近年的创作中进一步张扬个性、熔铸风格、焕新面目。如果说早些年他改用左手画画有壮
士断腕的决绝和别开生面的追求，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创作越来越进入得心应手、
随意生发的新境界。他的画越来越像自己：天真、豪放、随性，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海派绘画精神的新时代演绎
1949年以后，画院成为民族文化传

承和发扬的重镇，成为服务于新社会和

人民大众的公共文化机构，成为推动社

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主力军。画院不

仅集中了最优秀的书画艺术家，也创作

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时代佳作，培养

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人才。

1956年，上海地区最为优秀的一些

书画名家在上海中国画院得到了生存和

发展的空间，而杨正新无疑是那一代艺

术家中的幸运

儿 。 他 1958

年在画院开始

了艺术学习，

海派名家江寒

汀老师的亲炙

以及画院各位

名师的指点，

使他有了很高的起点。不久又进入了由

画院管理运营的上海市美术学校，毕业

后进入画院从事专业创作。是画院培养

了杨正新，而杨正新用他的卓越艺术成

就反哺了画院，两者相互成就，共同成

长。杨正新对画院有深厚感情，即使在

国外游历多年后，他还是选择回归画院，

回到自己的初心始发地。

海派绘画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

上最有影响力的绘画力量的崛起，标志

着以农耕文化为逻辑起点的传统绘画

向以城市文化和商业文化为逻辑起点

的现代绘画的转型，海派绘画开启并实

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性转化。

1949年之后，海派绘画的重要画家基本

上都在上海，海派余脉在1956年后集

中于上海中国画院。杨正新正是在这

样的环境中成长发展，有海派名家的耳

提面命，有艺术氛围的沉浸熏陶，更重

要的是，他的艺术血液中有着割不断的

海派精神基因。海派严格来说不是一

个画派，而更像是一个文化现象。海派

名家辈出，各擅胜场，各领风骚，形成了

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所

以，海派精神的基调始终是兼容并蓄和

开放多元，以个性化为基础的创新在上

海有着极大的空间，而这种创新的一个

基本特点体现出不同寻常的双重性，一

方面显性的是保持着和时代、和社会的

相呼应，另一方面隐性的是画家们从未

放弃对艺术本体的追求和探索。1949

年后，海派主流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转

型。也有画家坚持绘画艺术形式美的

探索，甘于寂寞。所以在改革开放初

期，在中国大陆85美术新潮之前，上海

的画家已经以公开展览的方式展现了

绘画艺术形式美的探求成果。海派绘

画这些特点在杨正新身上体现得非常

充分，他善于学习和借鉴，不拘一格，不

故步自封，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只要

可以为我所用，皆可拿来。而拿来的前

提是和自己的艺术个性相契合，合则相

宜，不合则弃，所以他的拿来，都是为了

增强个性的表达，达到形式美和意境美

的统一，绝非简单地追求潮流。在他的

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性、民族性

和个性的统一。

中国画艺术嬗变的时代缩影
改革开放让国人直面世界、融入世

界，中国艺术家，尤其是国画家在面对西

方艺术面前，不得不作出自己的选择，或

者是中西融合，或者是我行我素，抑或是

全面西化。有意思的是，当年不管在实

践上是哪一种选择，都会在口头上强调

自己的民族立场，其中不乏失去自我而

不自知者。正因如此，杨正新的自我坚

持才显得非常难能可贵。杨正新善于审

时度势、顺势而为，乘着改革开放的东

风，他曾大胆地走出国门，旅居加拿大、

澳大利亚，游历欧洲，饱览西方艺术，尝

试油画创作，不断拓展视野、更新观念、

突破自我、实现蜕变。当他将这些创新

实践的经验和成果融入国画创作中时，

他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从而在高

手林立的画坛脱颖而出，成为当代中国

画坛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

杨正新非常关注西方现代艺术中

与中国绘画相通的地方，并且大胆将其

引入到自己的画中，比如服从于线条意

识的造型，书写型笔触的肌理痕迹，平

涂式色彩的表现力以及不固定视点的

构图方法等等，这些技法的引入使得他

的国画具有了显而易见的现代性特

征。而在进行这类实践的时候，杨正新

依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在他

挥之不去的深层艺术观念里，牢牢扎根

的依然是传统绘画的基本逻辑起点，也

就是笔墨。

杨正新的艺术个性在他近期书法创

作中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张扬，他似乎找

到了痛快淋漓直抒胸臆的方式，在尚可

辨认字形的基础上竭尽全力实现最大程

度的挣脱。从笔画痕迹看，他更像是要

把汉字书写成抽象的线条，而实质上，他

依然是在书法和绘画的边缘徘徊，这种

既模糊又明晰的边界意识是他艺术观念

和实践行为的底线，它的哲学基础就是

辩证唯物主义，它是那一代艺术家自觉

不自觉地坚信的艺术辩证法的落脚点，

是那一代人的思想奠基石。

传统绘画现代化的上海样本
中国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传

统，千年以来，文脉延续，蔚为壮观。然

而随着文人士大夫主掌画坛，中国画的

发展越来越脱离实用性、注重精神性，导

致绘画艺术越来越精英化、私人化。到

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中国

画何去何从变成了一个世纪话题。有意

思的是，在杨正新艺术不断走向成熟的

时期，遇到了改革开放，中国画世纪话题

重又提起，而杨正新走过的路，不论是对

于传统的学习还是国外的经历，和一些

前辈竟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当然毕竟时代不同了，在前人的经

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今天的画家眼界更

宽、见识更广、站位更高、选择更多。杨

正新把中国画的当代化作为自己的艺术

发展方向，而实践的途径便是在继承传

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和一些破旧立

新、重起炉灶，或是直接挪用西方现代艺

术的创新者不同，他选择的是一条更为

艰辛的道路，这不仅源于他扎实的传统

功底，底气十足，更重要的是，他把绘画

艺术的民族性，看作个人和国家之间的

关系的一种重要表达，看作自己值得骄

傲的中华民族身份的一种表征，所以，在

他毫不保守地学习借鉴西方绘画的同

时，他又坚守中国绘画的笔墨底线，坚定

中国绘画的民族立场，坚持中国绘画的

当代表达。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自己

的成就归结为是党和国家培养的结果，

他的绘画实践一直保持着一种永不停步

的姿态，他的内心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有着要用艺术为社会服务的自

觉而又强大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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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烂漫秋色》

杨正新

▲《天生的舞者》 杨正新

▲《圣托里尼》 杨正新

▲《高原雄魂》 杨正新

▲《春色满园》 杨正新

▲《梅鹿同春》 杨正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