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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粉色系列作品，一改他以往文人画写意的宋元风格，既不囿于传统程式，也不拘泥当代范式，他为自己的绘画

语言风格，打上浓烈的印记。

若不是粉色壮胆，已悬空多时的笔是不会

落纸的。可以这么说，虽然没人能一下子读懂

吴林田（大壶）的时下创作的抽象画，或者说，

很少有人一下子读懂了他的抽象画，当然，我

也在这其列，但这并不妨碍我想读、去读甚至

希望一下子能读懂读透他的画，尤其是他近期

挂在南苏州路工作室的粉色系列的创作。

人们常说，喜欢粉色的人性格稳重、温柔，

大多都是和平主义者，喜欢粉色的男性大多也有

着温柔的个性，心胸也比较宽广。这也是我想从

他粉色系列读出些粉色寓意的初衷所在。一般来

说，艺术爱好者读画分两大类，中国的和外国的。

这是基于中国现当代艺术史都是沿着这两个逻辑

展开的，一方面是西方艺术的冲击，另一方面就

是自身文化传统的延续。现实中认知概念似乎也

无外乎其左右。而由此带来读画中的矛盾冲突和

概念混淆，就远远多于域外的艺术爱好者。

从中国画的角度，若你带着晋唐宋元的传

统绘画的概念去读吴林田的画，你一定会很失

望。在他的作品中，你看不到明显的中国画概

念中的笔墨技法组合留下的各自不同的笔迹墨

痕，就是我们常说的丹青渲染，但你似乎又被

蕴含在其中的痕迹反复暗示，你又觉得是看到

了。在这似与不似的阅读之间，你会努力甄别

着自己的常识与经验，并试图说出个子丑寅卯。

如读粉色系列，你就会被他的图式中的“圈圈”

圈住，于是，你的解意和他的用意，产生了空

间维度的差异，让你不得其解。一旦你跳出了

他的“圈圈”，你所有的解意都开始自由徜徉了。

若你按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传统经典绘画概念

去读他的画，并用语言文字去表达，那就更复

杂了。它既可以按材料分油画、水彩……也可

以题材分神话、肖像、风景……在当下，我们

耳熟能详的是按流派古典、浪漫、印象、抽象

等等在识读理解。

当然，在文人画领域久经历练的吴林田，

早已无暇顾及各色人等的各色眼光，一头扎进

他的艺术探索旅程之中。新粉色系列作品，一

改他以往文人画写意的宋元风格，既不囿于传

统程式，也不拘泥当代范式，他为自己的绘画

语言风格，打上浓烈的印记。

早在 1961 年，格林伯格在《现代主义绘画》

中就说过：“在现代主义时代，艺术的传统功

能已经被（主要是被摄影）攫夺了；为了生存

下去，艺术必须确立自身的价值，成为在一种

使人疏离的文化中强化经验的不可取代的工具；

要达到这一目的，每一种艺术媒介都必须通过

对自身的作用和效果进行严格的自我审视，从

而确定自身特有的属性。” 吴林田的粉色系列

创作实践，暗合格林伯格的这一观点。他的粉色

系列，在“无形”中捕捉“有形”，打破了识别、

理解和感知之间的界限。面对繁杂的视觉经验，

他将绘画实践看作是聚焦不同视觉意向的方式，

并通过作品的形、色与构成，去寻找视觉感知与

思维中的内在关联。对他来说，绘画并不是一个

从内到外的绝对表达和输出，而是随时体察并去

靠近那些转瞬即逝的外部“意向”，在不确定与

偶然的流动感知中，与材质一起去相遇、去连接。

事实上，艺术是艺术家为锚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

置而向他人展示的媒介。吴林田很清楚这一点，

但现阶段艺术处于不强调独立和自主的环境下，

他适时地在时空上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拿来方法，

直接把跨地域的图像因素、材料材质和文化符号，

以及他以往的艺术实践经验，统统整合在自己

的图式语言中，形成了带有自己传统脉络的绘

画范式。

艺 术 ART

撰稿｜周　兵

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粉色寓意

信息

　　近日，“刘香成 镜头·时代·人”

在浦东美术馆举办。展览以 7 个单元

呈现了囊括刘香成多年来拍摄的历史事

件现场、知名人物肖像、特定时期中不

同国家民众的真实日常生活等主题的近

200 件珍贵摄影作品，以镜像与图说的

方式，展现了历史变迁，见证、记录时

代发展历程。

刘香成 镜头·时代·人

吴林田作品《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