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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认识袁野是从想买他的画开始，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
　　其实，我一向不太喜欢中国水墨画，尽管我是个中国人，也接受过完整而系统的中式教育。
我不喜欢中国画的原因：一是因为历史上的中国画家太多，流派纷杂，闹明白要花好些时间；那些大
名家的画也看不完，自然无暇，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关注当代的中国国画家们。
第二个原因在于我对中国国画家有隙，觉得他们的画里，没有社会责任感。
满幅花草，闲人聊意，只供文人雅玩，无非是寥寥数笔，以解胸中逸气，梅兰竹菊白眼乌，却毫无使
命感可言。
完全是些牢骚和颓废的小情趣，我认为这是宋代以降，汉民族的衰落造成的。
　　西方画家恰恰相反．画的大都是政治和社会题材，诸如宗教和军事之类，对事件起了影像记载和
承载作用，对历史研究有确切的帮助。
正是因为社会、政治类中国画的缺少，使得我们研究历史时只能借助文献资料，而文献资料的客观性
受作者的影响很大，这样就导致我们的历史中出现很多“公案”；而也正是因为此类中国画的稀少，
更显得它珍贵。
《清明上河图》只是一幅风俗画，但各朝各代有无数人是靠研究它而过活。
香港嘉士德曾以2.3亿港元的天价拍出过一个图案内容为“鬼谷子下山”的元青花，就是因为和军事沾
了一点边，就比单纯表现花乌、鱼虫的同类型瓷器高出好几倍的价格。
　　我喜欢袁野的画，大抵有三：一是因为袁野的画的色彩。
他的用色很得外国人的欣赏，外国人总觉得中国画家不懂色彩，中国画是没有光彩的，袁野却是个例
外，这或许和他早年钻研油画有关。
他的色彩有油画的味。
远看是油画，近看却是国画。
　　第二，袁野的画带有强烈的东方史源符号。
有一阶段，袁野向我借了很多考古报告，特别是文化期的东西，看得出他是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对比
。
　　第三，袁野的画有中国国画家最重要的意境。
意境是超脱于具体现实物体，是一种精神上的存在。
看同一件物品，不同文化、不同阅历的人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甚至这种理解的差异会表现在同一
个人的不同年龄段上。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横看成岭侧成峰”，这就是意境。
历史上，西方画家是绝对的写实，这种写实的水平至今没有人能超越。
而随着照相技术和光影技术的出现，写实的画法被现代技术所>中垮，而发展成了绝对的抽象，抽象
得像宣传海报和符号。
画面本身所应表现出的美感和想象空间被各种抽象的线条和夸张的色彩所替代，以至于无法将这样的
画放进温暖的三口之家，而只适合放在单身汉的小屋里。
　　袁野的画既有色彩，也有意境，我想新新人类和外国人一定喜欢。
外国人喜欢是件好事，中国最当红的画家，哪一个不是被外国人捧出来的。
　　看袁野的画，容易入眼，容易联想．总觉得很熟悉，特别是他带有宋意的画。
其实他并不是抄袭，这是更高妙的师承，意追高古情在当今。
就像看当年雍正仿宋的瓷器，也能闻到宋的味道．宋的精神，却更有他自成一派的韵味在深处。
　　过去社会的历史，是文献记录的历史．今后的历史将一定是影像的历史，包括绘画。
我想以后研究袁野，能否从历史背景入手，研究他如何运用色彩、画的意境和其中的理论。
当然如果袁野能多一些使命感，多画一些当代的事件、人物那就更好了。
　　那么他将来一定是一位集大成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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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艺术家：袁野》是大型画册，集中了中国艺术家袁野的200余幅窗景绘画。
仔细鉴赏这本画册，都会被袁野的真情所动，被袁野的不懈的追求所动，被袁野的斑斓的色彩和音乐
般的美好所动。
其中有一幅画的题目叫《独步江湖》，酣畅淋漓的石青、石绿簇拥着石黄构成的三柄荷花，占据了画
面主体。
水墨淋漓的湿墨荷杆插在一只白瓷青花罐里，五条微曲的淡墨线从左到右微微扭曲轻轻拖过用以表示
水的存在，水的右面兀立着一只青花绘就的水鸟，它眸注江湖，江湖之中有小鱼独游，天地悠悠，江
湖悠悠，瓶自悠悠，花自悠悠，乌乐也？
鱼乐也？
是也？
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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