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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1234 艺术界

在中国千百年的绘画传统里，最
能体现中华民族阳刚大气的民族精
神、最能体现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传统
的绘画形式，当属中国写意绘画。但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在各大美展中，工
笔绘画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而写意绘
画则越来越少，能称得上精品的更是
寥寥可数，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愈演愈
烈。照此态势发展下去，写意绘画的
创作与发展将面临断代的危机。“写”
的传统正在逐渐消失，这对中国画的
发展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中国写意绘画具有独特而完整的
表现体系和形式体系。它是中国文化
的表征，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视觉图像，
是世界绘画中的东方代表。写意绘画
在其发展流变中涌现出了众多大家，如
人物画家石恪、梁楷、任伯年，花鸟画家
徐渭、“扬州八怪”、八大山人、齐白石、
潘天寿，以及山水画家石涛、张大千、黄
宾虹、傅抱石等。写意绘画作为中国画
家表达思想感情、审美心性，发挥笔墨
语言表现力的一门艺术，无论是从中国
画历史的延续性，还是从画路的广博性
上讲，都远远没有走到尽头，而且也不
可能走到尽头。毕竟它作为民族文化
的精粹，自身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有着
继续往前发展的开拓空间。

但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写意绘
画在此前的几百年间出现了那么多的
大师、得到了那么大的发展、取得那么
辉煌的成就，而在我们这一代，特别是
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会走下坡路，会
面临断代的危机呢？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社

会文化取向也呈现出了世俗化、商业
化、商品化、娱乐化及价值取向趋同的
大众文化特征。一方面，以经济效益为
中心，视作品为商品。艺术创作可以无
须深入生活，仅以名人效应，通过流水
线、“快餐式”制作的低劣产品依然可以
在市场上热卖。另一方面，艺术创作尽
量避免艰难的思索和痛苦的经验体认，
不寻求深刻的感动，艺术价值偏向于通
俗、浅薄和娱乐。那种崇高、悲壮、有深
度、艰难的艺术，逐渐淡出人们的视
线。艺术只能趋向于平庸化、通俗化，
而不求久远价值，不求严肃性。画家趋
于“现实”与“理性”，这是中国画艺术走
向重形式、轻内涵的原因之一。

另外，现在的年轻画家基本都是毕
业于专业院校，从小到大要为考学士、
硕士、博士，评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
争硕导、博导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剩下的真正花在走进大自然、思考绘画
的时间少之又少。社会现实就是如
此。要成为大画家，如果没有学位、地
位，即使画得再有特色，想要出头也是
难上加难。

其实绘画是精神与技术的劳作，不
是有了高文凭就能成为大画家。20世
纪的几位绘画大师，几乎都是没有文凭
的。正是在重官位、重学位的现实环境
影响下，绘画才成为了一个发家致富、
跻身“红顶艺术家”的跳板。即使是专
业画院的画师，有充分的绘画时间，但
在急功近利走捷径成为画家群体普遍
性选择的环境下，为了能在全国大展上
获奖、为了能提早出人头地，也会在绘
画上投机取巧。画照片、几年精雕细刻

磨一张画等，成了不少画家的首
选和跻身名家的唯一途径。没有
多少人心甘情愿用自己几十年的
光阴，去与当前的普遍风气唱反
调，去为中国写意画的发展做劳
民伤财且难于被人家理解的事。
试问现在有多少画家是不惜自身
的利益得失，把发展写意绘画作
为人生事业的目标去奋斗的？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画家，
需要用一生去修炼。想画几年
就求得功名、有所成就是不可
能的。为什么当代有一些比较
有才华、有潜质的艺术家，他们
在青壮年时就成名了，年龄大
了反而落寞了呢？就是因为他
们成名后经不起现实利益的诱
惑，在社会地位、经济利益等方
面追求无度，为了金山银山，把
人生有限的时间与精力花在圈
子社交、地位攀爬与复制作品
之中。只有挡得住名利的诱
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
让自己的心灵始终处于一种“天人合
一”的创作境界，才能进入艺术创造
的殿堂。“中国画大师都是大器晚成”
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而不少当代写意画有形式无意
境，有笔墨缺精神；画家看似手在画，
心思却不在画上，难以进入真正创作
的状态。这与画家缺乏自己的思想和
独特的情感体验有很大关系。

当代中国画家缺乏人生的历练，
缺乏创作的激情。对中国画主体精神
缺乏认识和把握，对写意绘画的发展

缺乏使命感、责任感，对艺术创作缺乏
挚爱与痴迷，就难以步入艺术创作的
大门。缺乏精神内涵、缺乏思想情感
的作品根本谈不上是写意绘画，更不
要说发展写意绘画了。

身处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艺术家
应该扪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人为中国
画艺术发展做了什么？如何去拯救、
发展中华民族的国粹——中国写意绘
画，是当代美术界和艺术家需要面对
的严肃问题。

文/史可鉴

写意画为什么难发展?

现在的文化公司、直播间以及一些
画廊，都把注意力放到了那些退休了十
几年、二十几年的美院教授身上，所以
一些直播间或者营销公司销售的画作，
很多都是年龄很大的美院老教授作
品。对于收藏者来讲，这不过又是一次
收割。就当下炒作美院老教授的现状，
很多藏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认为各
大文化公司是在淘宝。

炒作各大美院的老教授，貌似是在
淘宝，实则是在掏藏家的腰包。这些在
最好年华的时候，占着最好的位置和资
源也没能有所建树的教授们，到现在这
个时期还会有什么成就？不要用越老
越优秀的论调来强调，因为理论上或许
他们会有所悟，但是画家过了最好的创
作时段，年龄越来越大，其用笔用墨和
画风只会落伍，不会有什么新的面貌。
这些老教授都已经是“过去式”，至于那
些曾经连教授都不是的书画从业者就
更不用谈了，画出的东西也就只能是自
娱自乐罢了。记住，一代新人换旧人，
书画收藏多关注新人，才能在收藏中获
得收藏带来的财富。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能一竿子打
死，但是，就这个市场而言，淘到的

“老教授、老画家”应该没有宝，基本
上都是淘汰掉的。因为，美院的老教
授们，只要是绘画上有所建树的，其
艺术市场都是经久不衰的，无须再去
发掘。至于所谓的老画家，也只是年
龄大点而已。

艺术成绩和年龄是无关的。曾经在
自己的时代艺术之争中没能脱颖而出，到
老年再和新人竞争就更不占优势。如果
说有点优势，也仅仅是年龄大点而已。所
以，藏友们一定要少听故事，凭自己那双
有鉴别能力的慧眼，只淘自己喜欢的有收
藏价值的书画作品才是王道。

文/李进

毛笔字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艺
术表达方式。它属于造型艺术，水平
高低，最直观的表现便是字形结构。
字形结构，即结体，又称为结字、间架
结构等，就是安排笔画的法则、规律。
结构合理，间架巧妙，字形就耐看，否
则，非丑即俗。

一、结字要明朗
结字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结体

之法，当然是针对若干部件而言。一
个字，因左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
结构、内外结构、品字结构等区别，结
体之法随之而成。这些结字之法，大
多针对正书（篆书、隶水、楷书）而言，
但对于行草等书体，虽不密切，也有借
鉴作用。

在练习过程中，针对练习的书体，
一定要写出它们的特点才能到位。以
小篆而言，字形略带长方形（瘦长），结
体匀称、上下左右均具对称之美，彰显
古朴堂皇的庄重之气韵。

二、结字的组合方式
结体之法，若大小、高低、垂曳、排

叠、避就、相让、朝揖、顶戴、覆盖、包
裹、附丽、缓急、穿插、回抱、救应、向
背、偏侧、意连、呼应、主次、疏密、粘
合、管领诸法，均需随宜消息、因地制
宜。这在隶书和楷书中体现得淋漓尽

致，隶书“八分”的向背组合，楷书线条
之间疏密的穿插，都是需要去仔细体
会的结体问题。

三、结字有中宫
包世臣《艺舟双楫·述书下》云“凡

字无论疏密斜正，必有精神挽结处，是
为字之中宫”，而“中宫有在实画，有在
虚白，必审其字之精神所注，而安置于
格内之中宫”，此结字之秘法。

一个字的中宫，不是确定的，虽然
结字有一定法则可遵循，但是，把中宫
设计在什么位置是每个书家的自由，
从中可以看出他平衡的能力。

四、有形而生动
结体，可以体现出一个书家的造

型能力。孙过庭《书谱》所谓“初学分
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
绝”，之所以说“务追”，是因为能在

“平正”的结字基础上兼备“险绝”，
使字有态、有势是很难的，并不是轻
易所能实现的。

所谓“横平竖直”，须辨证理解，
横平竖直，虽平稳而无态无势。不是
单独的用笔问题，亦是结体问题，读
米芾书法，读二王书法，即便其最工
稳者，也绝对不会为了“横平竖直”而
失去态度、韵致。

文/宁可欣

孙竹篱作品 乾坤一览

书法结构不正确，非丑即俗
收藏书画，
不是书画家越老越值钱

齐白石作品 秋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