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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桐瑀 董菁

历史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画
和新兴水墨画都逐渐从社会性致用
和现实应急、应对中走出来，寻求各
自的生存与发展之路。新兴水墨也
从与中国画观念和手法的纠葛中脱
蜕而出，并作为和中国画相对应的
一个画种寻求着各种发展的可能。
虽然新兴水墨本没有完成对中国画
的颠覆和取代，但却终结了中国画
一统画坛的单一局面，建立起多元
共生的生态系统。这种多极化的攻
守转换也正成为当代中国绘画现代
转型与时代创新的角逐场和参照
物。然而，当新世纪的中国画从各种
纷乱中走出、开始进行自身本体的
时代发展之际，出现了来自自身发
展的困扰和麻烦。这种困境和麻烦
固然有笔墨法式的先天不足之弊，
更有整体绘画风格趋同之病，使得
中国画在繁荣中没有得到真正的发
展。“没有画得太差的，也很少有画
得太好的”成了中国画当代发展难
以破解的难题。环视当代中国画许
多作品，在笔墨功力相差无多的同
时，其风格面貌也相差无几，除画家
本人能分辨出自己的作品外，别人
就很难认出其手笔属谁、画出哪家
了。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中
国画坛中许多仁人志士，已先知先
觉地开始着手解决这一“困境”和
“麻烦”。无论从笔墨语言表达上，还
是从风格面貌确立上，他们都取得
了令人信服的成就，画坛也出现了
一批画风独树一帜的优秀画家。山
水画家陈风新就是这些优秀画家群
体中的一员。

就实而言，陈风新虽然很早就
操笔弄墨，体味书画意趣，但真正学
习中国山水画还是 1996 年前后的
事。他对清代四僧中的八大山人和
石涛情有独钟。八大山人山水画的
笔势奔放，墨色秀润，不拘成法；石
涛山水画的结构严谨，笔墨鲜活，气
势不凡，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山水画
格局的内在支撑。不过，陈风新学习
前贤经典并没有像常人那样，被其
形迹所囿，而是从中寻获画理大义、
笔墨大法，直接从理法层面切入中
国山水画的深层内核，通过形迹表
象，梳理出中国山水画的“入处”和
“出处”，并以自己的独特认知和独
到方式“出”“入”于中国山水画的笔
墨法式之中。一般而言，10年左右对

学习中国画的画家来说，大多还只
能在物象形迹、古人范式中“讨生
活”，很难谈得上别开生面、另立新
风，更不用说引起学界的关注了。但
是，我们看到，陈风新近年来渐入佳
境的山水画作品，越来越受到画界、
学界的肯定和关注。这不能不让人
静言沉思，思考其中奥义。我们从陈
风新的学习历程中可以提出一个如
何理解和学习中国画这样一个老生
常谈而又至关重要的课题，而这一
课题也是困扰中国画当代发展的棘
手问题。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在西风
东渐的冲决下和中西融合的权宜策
略中，中国画传统的平面结构的造
型方式被西方的轮廓加明暗的造型
手法所替代，以民族文化认识为造
型根基的平面结构的绘画方式已渐
行渐远。特别是对青年一代的画家
来说，更是久违了的事物。他们已先
天性地习惯于用以西方文化认识为
造型根本的轮廓加明暗造型方式，
并企图在西方绘画结构上营造民族
文化的笔墨家园，可是这种努力一
个世纪以来一直收效甚微。

有感于中国山水画继承与发展
上所出现的困顿，陈风新首先从前
人那里寻获出山水画结构性造型理
念，支撑起了自己的山水画结构框
架，使笔墨语言通过这个结构框架
来实现笔墨意义，就像将音符谱入
旋律才能完成音乐表达一样。

陈风新的山水画最大特征就是
注重结构性营造，每幅作品我们都
能体会出他在画面物象结构和丘壑
转折结构上的意匠独运。其中山势
之走向、山脉之穿插、岩石之折落都
被他处理得恰到好处，整体画面的
起承转合确定而坚凝，不枝不蔓，条
理分明，体现出了一位优秀山水画
家在章法经营、结构安排上的超凡能
力。虽然，陈风新山水画的结构仍然
和传统山水画一脉相承，偏重以结构
性因素生成画面，但他并没有机械地
照搬古人，而是将传统法理内化为自
己的笔墨结构之中，尽量让外在结构
形态和古人拉开距离，呈现出现代性
时代气象。我们从陈风新的山水画作
品中可以看到，他的画面多为直线性
和几何块面的因素构成，传统绘画的
曲线运用已被他挤到了角落里，此时
曲线转化成直线，柔性的转化成刚性
的，这和当代现代化发展中直线的全
方位现实运用是十分吻合的，这也是
现代化发展必将影响审美趣味走向
的明证。

其实，结构性框架的主动选择，
对陈风新自己来说是把双刃剑。一
方面结构性笔墨会给他的画面增加
民族性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又会使
笔墨弱点暴露在外一览无余，这也
是当下许多画家都避开中国画传统
结构性造型，而采用西方轮廓加明
暗可擦、可涂、可改的造型手段的原
因。对于这一点，陈风新是心知肚
明，因而，他近年来，一方面在笔法
上强化笔力、笔气的运用功夫，另一
方面又在墨法上强化墨色、墨韵的
把握能力。强化笔力会给画面结构
增加力度，强化墨韵会给画面结构
增加变化，最终以笔精墨妙、笔苍墨
润的合力完成了他山水画的风格面
貌。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受西方绘
画所谓风格、所谓形式的创新理念
的影响，许多中国画家也将此法运
用于中国画中，把外在于自己绘画
的一些风格样式套在自己的作品
上，便自以为完成了风格与样式的
自我确立，此种风气在当下中国画
坛中仍然在蔓延着。虽然中西方绘
画在欣赏层面有可类比之处，在形
成风格的鉴别上也有相通之处，但
是中国绘画由于重视笔墨元素的生
成，其风格面貌是由内而外的，这和
西方绘画往往是由外而内的风格生
成方式是大不相同的。我们通过对
陈风新山水画作品的分析可以看
到，他的绘画风格和样式是由内而
外生成的，是由笔墨元素生成笔墨
结构的，其画风是自然生成的，绝没
有过多的做作和勉强。因为对陈风
新的山水画而言，其笔墨是通过结
构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其结构本身
便是他的笔墨本身，过程便是目的，
目的也是过程，整个画面是浑然不
可分的整体笔墨语言结构，他的风
格魅力也正是从由内而外的结构中
放射而出的。

当前，中国画发展进入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阶段，特别是中国画的
现代性转型给我们出了一个时代难
题，因而，特别需要有更多像陈风新
这样的画家，以认真的学术态度、努
力发掘中国画发展的内在规律，在
中国画笔墨本体范围内，别开生面，
开创新风，共同完成中国画的当代
发展之重任。

我们也相信，陈风新在将来的
山水画学术探索中，一定会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创作出更多令人耳目
一新的优秀作品。

———品读陈风新的山水画世界

笔墨精神的新风

陈风新简历
1957年生，北京人。1981年调入中国国家画院，2002

年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访问学者。现为中国国家画院美术
馆执行馆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曾参加新时期中国画
之路、2009年第四届全国画院双年展、第 11届全国美术作
品展等重要学术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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