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十五年，上海中国画院从一座地方性艺术机构成长为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文化标杆，又如黄浦江水奔流不息汇入东海，艺术家既保持了与
传统的精神联系，又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当代艺术潮流，展现着海派艺术
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奔去的壮阔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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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上风来——上海中国画院中青
年画家作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落幕，然
而，其为首都艺术界带去的这股清新而强劲
的“海上”艺术新风却未散去。这场名为“海
上风来”的展览，恰是上海中国画院65年历
史的最新注脚——三代艺术家的实践与中青
年艺术家的崛起印证了：传统不是静止的遗
产，而是流动的智慧；创新不是断裂的革命，
而是有机的生长。

笔墨根基上寻求现代转译
笔墨之于中国画，犹如血脉之于人体，是

艺术生命得以延续的根本。老一辈艺术家的
开拓之功，为上海中国画院奠定了深厚的精
神根基。上海中国画院自成立之日起，便将
“传笔墨真谛”视为立院之本。建院初期，丰
子恺、吴湖帆、贺天健、傅抱石、潘天寿、唐云、
王个簃、谢稚柳、刘海粟、白蕉、沈尹默等老一
辈艺术家便以深厚的传统功底为根基，构建
起画院的教学与创作体系。
历史上，上海作为通商口岸，最早接触到

西方文化艺术，这种得风气之先的地理优势
造就了海派艺术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也天
然拥有着跨文化对话的基因。老院长程十发
的创作既保持了传统中国画的笔墨韵味，又
大胆吸收西画构图与色彩语言，形成了“借古
开今”的艺术范式。他在回顾自己艺术道路
时曾说：“传统如江河，我不过是取一瓢饮，但
这一瓢中应有江河的全部滋味。”对传统既尊
重又不拘泥的态度，已成为上海中国画院重
要的精神遗产。
近年，上海中国画院依托“一院两馆”独

特架构，借“海上名家研究系列展”等品牌项
目，以学术引领创作的方式，系统梳理海派艺
术的历史脉络，展现上海中国画院在当代语
境中传承发展的艺术生态。“海上名家研究系
列展”中，张培成展现了其对水墨本体不懈的
研究，在《与大师同行》系列中，将高更、马蒂
斯的色彩语言融入中国水墨，在东西方艺术
的对话中重构了“大师”意象，以强烈的形式
感和色彩表现力，拓展中国画的视觉边界。
作为上海中国画院1957年招收的第一批学
员，杨正新青年时代师从江寒汀、唐云；花甲

之年“左手变法”以追求别开生面，并大胆地
将海派写意精髓与西方构成主义熔铸一炉；
如今，年过八十的他将中国画的线条表现力
发挥到极致，线条纵放却不失法度，粗粝的质
感与明艳的色彩碰撞，将水墨的“书写性”转
化为现代视觉节奏，在抽象与意象间重构文
人画的笔墨语法。马小娟以红楼梦系列探索
“工写相融”的语言，既承袭陈老莲的变形趣
味，又融入日本浮世绘的平面感，融合传统技
法与现代审美。
作为当前上海中国画院的中流砥柱，这

一代艺术家既承接了老一辈的艺术精髓，又
为中青年一代作出了良好的示范：上海中国
画院对笔墨真谛的传承，建立在“海派无派”
的学术观念里，也背承着上海尊重多样文明，
追求现代与进步的城市精神。海派笔墨的传
承绝非摹古复刻，而是在解构中激活传统基
因，实现“笔墨重组”。

南北碰撞中凸显本土美学
上海中国画院与北京画院作为新中国成

立最早的两大画院，始终扎根地域文化沃土，
形成“南北辉映、各具风采”的艺术风格。两
院自2023年建立交流展机制，意在促进南北
艺术对话，为中国画的当代探索注入新活力。
“京沪画院画师交流展系列”首展以“韩

硕水墨人物画展”展现海上水墨人物画领军
韩硕在传统笔墨基础上融入现代构成意识，
既具民族特色又富时代气息的艺术语言。而
此次“海上风来”展中，洪健、鲍莺、庞飞、孔繁
轩、周全以106件作品集体亮相，正如开幕式
上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鸣的评价，展现了
上海中青年一代“学院派的扎实功底、国际化
的视野和直面时代的勇气”。
洪健的城市题材创作打破了传统边界。

他的《永不拓宽的街道》《桃江路》《巨鹿路》等

作品，既非传统界画，也不囿于屋宇楼阁，而
是以独特的静穆格调展现上海的城市肌理。
鲍莺则探索着“工笔写意化”的创新路径，她
将中国传统没骨、积墨技法与西方印象派色
彩语言相融合，在《郊野公园》系列中实现了
传统美学与现代精神的结合。庞飞在大写意
领域自由驰骋，其《蜀道》等作品既保持传统
山水的寂静气质，又通过线条与泼墨的融合
打破束缚，在繁复笔墨间透出灵变与活泼。
孔繁轩执着于追寻山水的高古朴实，却以几
何色块重构记忆场景，赋予传统山水以超现
实的叙事可能。画院最年轻的“85后”画师周
全日常喜欢收集和制作动植物的标本，他在
《上海自然博物馆》等回归宋画传统，在传统
技法中注入现代情感，展现了对日常生活的
敏锐观察。
五位参展艺术家风格各异，却都扎根于

上海这座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都市沃土。洪健
的城市书写、鲍莺的中西融合、庞飞的笔墨解
放、孔繁轩的形式实验、周全的古典复兴，构
成着海派艺术在当代的多维镜像。

个体表达中承载时代精神
1960年6月，上海中国画院成立时，首任

院长丰子恺与前辈艺术家曾将艺术传承总结为
三个阶段：一传笔墨真谛，二养浩然之气，三开
时代新境。”“笔墨真谛”是基础。“浩然之气”指向
了艺术创作中比技法更为根本的维度：艺术家
的人格修养与精神境界。而“开时代新境”，
正是海派艺术最为鲜明的创新品格。
在“养浩然之气”的践行上，朱新昌的神

话考古以人类学视角再现创世神话的精神原
型。《羲娲创世》中伏羲女娲蛇身交缠，色彩瑰
丽如敦煌壁画，在原始野性中升腾出生命崇
拜的庄重，直指华夏文明的集体无意识。杨
正新以画笔投射对生态的关怀，表达对“生灵

之力”的礼赞，《雪域之舟》以大写意牦牛象征
藏地精神，墨块堆叠出高原的苍茫，笔锋如刀
刻出牦牛脊骨的坚韧。何曦则以观念解构传
统表达，用象征性的形象隐喻揭示他对于生
命和人性的感知与思辨；近年，他大胆自我舍
弃，以真性情的书写关照天地众生，堪称水墨
的行为艺术转译。

时代更迭，面对“开时代新境”的命题，一
方面，画家们需要保持中国画的核心价值与
审美特质；另一方面，又必须回应当代社会的
视觉经验与文化需求。

在红色题材的开掘上，洪健的《拂晓-辅
德里-中共二大会址》将革命历史题材与传统
山水画的时空表达相结合，创造出具有纪念
碑性的画面效果；庞飞的《井冈新雨》用传统
山水语言再现革命圣地，在笔墨氤氲间传递
出对历史的敬畏与思考；孔繁轩的《晋绥秋
韵》将革命老区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历史熔于
一炉，展现了画家对红色文化的理解。这些
作品共同构成了对国家记忆与民族精神的艺
术诠释，体现了中年一代画家在主题性创作
中的思想深度与情感温度。
“海上名家研究系列展”最新一季，马小

娟将笔触转向女性题材的当代转化。在《嫣
然》等新作中以大色块表现女性与花的意象，
注入对都市女性独立精神的表达。“海上风
来”展中，鲍莺的《不一般的城市公园——郊
野公园》系列描绘都市中的自然空间，在城市
化进程中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性；
周全的《战友》《猫之桌》等作品，通过细腻的
情感表达和个体的视觉语言，探讨人际关系、
生命状态等命题。
“海派无派”，却包容了上海城市精神的

万千气象。从老一辈的开拓奠基，到第二代
的深耕拓展，再到青年一代的多元探索，海派
艺术如同黄浦江水，在保持自身特质的同时
不断吸纳新的支流，最终汇入当代中国艺术
的广阔海洋。正如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江鹏
在多个展览中所提及的：“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们多样化的创作面貌，体现了中国绘画艺术
既能承载水墨的传统厚度，也能成为诠释城
市精神的先锋语言，共同勾勒出守正创新的
海派艺术新图景”。

�
吴
南
瑶

海
上
风
吹
江
海
交
汇

—
—

上
海
中
国
画
院
六
十
五
载
开
时
代
新
境

■洪健，《永不拓宽的街道》

■马小娟，《嫣然》

■
周
全
，《
上
海
自
然
博
物
馆
（
之
二
）》

■孔繁轩，《晋绥秋韵》 ■鲍莺，《春之声——郊野公园》

■
何
曦
，《
海
洋
世
界
之

一
望
无
际
》

■韩硕，《竹林七贤》

■朱新昌，《羲娲创世》

■杨正新，《雪域之舟》

■
庞
飞
，《
井
冈
新
雨
》

■张培成，《与大师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