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1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李文新 E-mail：lwx0210@sina.com 校对：筱华 美编：马丽品鉴

什
么是艺术？什么又是当代艺术呢？
这样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在不同的民族背景下、不同的

国家体制下，人们都试图以不同的角度阐释清楚。唯有一个共
性人们普遍认同———艺术是精神的产物。而当代艺术，是面对当代在思
想和传统之间寻求观念突破的、艺术标准过分强调个性化与形式语言
的文化延展概念。不仅体现着“现代性”，更有着艺术家基于今日社会生
活感受的“当代性”。当艺术家置身当下的文化环境，面对现实，优秀的
作品必然反映出当下的时代特征。

山水画是一种最能体现画家笔墨的表现方法。画“山水”不在于是
否找到形式，如构图形式、形状设制和笔法形式；而在于物象被转化为
语言的艺术性和画家由此产生的感觉性。传统山水是传统人的自然观
与隐逸价值的判断，它们以此寄托生息。大好江山不是唐、宋才有的，气
韵生动与田园情怀也不是明、清的专利。我们之所以喜欢回归和回望，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画出更高的山、更壮的树与更赋予智慧的图画。

作为一名水墨高手，刘进安把一些简单的水和墨组合布局，使之成
为新的形式和理念而大放异彩。虽然巨大篇幅逸散变形的图像也许会
使人疑惑不安，然而，一旦进入到刘进安的观念深处，会发现艺术的羽
翼温情脉脉地簇拥了你。他会给予你一个表象的惊诧，尔后，深处的流
连则发现孕育其中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淑世情怀和思想倾向上的一致
性。这是一位当代文化实践者孜孜以求的艺术才能，是最具代表性的绵
延和拓展。我们会发现刘进安的“庞大纷杂”水墨的图像世界，是一个完
整的极具实验与探索精神的思想体系。他的笔墨应用与交汇，才是一个
有思考的画家与当代大艺术思想的会晤，也体现出了作为当代中国绘
画最具现代性的范本价值。

刘进安从“水墨构成”这样一种角度出发，在 30 余年的时间里，以
大量不同的形式实践着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反思，风格与形式的跨越
之大，在当今的绘画界鲜有与之相比者。在当代中国画水墨创作与研究
领域，他是一重要的范例。他的创作丰富而又充满前卫意识。在应用传
统水墨方面，自成境界，拓展和丰富了现代水墨性的可塑性研究；在当
代中国国画领域，他是坚持艺术性创作的重要代表，这在画中表现得淋
漓尽致。他以水和墨最基本的中国画元素入手，融入最基本的理念———
笔和墨的简单审美。他远离画坛的喧嚣，远离“形式”的编造，远离“主
义”的诱惑，坚持不懈地从事水墨方面的语言研究和实践。我们以为一
个远离一切文化潮流的艺术家，其实，却得了一切艺术潮流的益处。他
的坚持为他营造了“独历”水墨深处的践行理想。这样与那些所谓“洋为
中用”的大跃进式吸收西方艺术，熔炼新形式的创作方式，有所不同地
展现出新的意念；和“古为今用”地埋头于传统中国绘画形式流变里的
裁剪，更是有所不同地凸显出思想的精髓。
“倘若要建立一个既不同于中国古代又不同于西方的、有中国自己

文化特色的中国画现代教学与创作体系，其关键在于重建中国现代艺
术的价值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理念上构筑中国现代艺术的精
神根基。而要实现这种风格建构，需要几代人付诸努力和智慧，深入研
究中国水墨艺术的现代性及其透射出的时代精神。”刘进安认为这是他
所追求的长远目标。
水墨实验者的初衷和行为就是他的使命和责任所在。刘进安站在

大文化的立场上，不将自己面对山川的创作称为山水画，而以“进安水
墨”自语。实质上这是对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基本元素给予了崇高的敬
意。苏珊·朗格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文学艺术的根本之所在，刘进安
的山水画，强调的是真实的感受，而不是真实的实在。那些穿插纵横的
线条，有意识地背离了传统技法———皴、擦、染、高远、平远等等。这一切
去了挣脱既有模式的束缚，自由自在，贯穿始终，主导着他的水墨实践。

———“进安水墨”的精神世界

墨说

山间物语皆由生命而来，得
其真谛者是那些对运动规律和
自然状态的发现者与掌握者。刘
进安对待自己和对待自然一样，
充满着尊严与崇敬之心。一个寂
寞却坚持了几十年，从水墨这个
基本元素入手，去实验研究中国
画本质的艺术家，他的平静和淡
定，是崇高的；他的孤独和坚持，
是艺术的；他的信念和困惑，纠
缠在一起。

在这样的精神家园里，沐浴
纯粹的艺术之熏风，刘进安对水
墨的敬意更真切，对水墨品性的
理解也更深刻。他表现给世人的
是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为师之
道与为艺之道。他用作品来告诉
当代，我们是这样理解自然和表
述尊严的。

对
于这样一个既认真又始终不停
探索的艺术家，毫无疑问，刘进
安是最具当代性的范本意义艺

术家，他的作品与传统习俗相冲突的现
象却被文化界认同，则具有更广泛和更
具体的角度。他的画里泛着一种忧郁、
孤独，并在沉缓中蔓延，这是艺术所需
的高贵品质，隐藏着的是他敬畏世界的
情感、规避盲从的认知、独立思考以及
个性的发端。最广大的使用水墨者和极
尽精微研读水墨的苦行僧之间，本质上
的不同是造成语言目的性不同的根本
原因。我们能看到刘进安是站在怎样的
一个文化立场和思想角度上，来面对中
国水墨元素。我们在适当调整审视当代
艺术创作标准后，会觉察到刘进安（或
者比他走得更远，背离文化主流意识更
彻底的那些艺术家），其实是更敬畏艺
术的。他们挚爱艺术，几乎站在了“精神
世界”的边缘。他们适应被精神“放逐”、
适应被“放逐”的状态。但也许正是这种
心态，才让他们可以放眼更远的远方，
规避固步不前的法则，躲避蜂拥的风
潮，舍弃赘身的利益。

刘进安简历
1957年生。
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
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

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美术家协会
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 ,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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