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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画有没有文脉，要不要文脉，似乎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
应该承认，大多数艺术家、评论家还是期许《文脉》之存在的。
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得到广泛认同即是。
　　创作冲动的形成，首先要求艺术家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这无可非议，但有什么样的生
活积累和情感积累，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课题。
如果我们借用《道》与《器》的概念来对这一课题进行解构，那么我们站在《道》的高度，多从哲学
、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的意义出发，为中国画构勒出在当代的一条文脉通道，未必不是中国画这
一艺术样式的幸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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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双喜，江苏泰县人。
1991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获艺术批评理论专业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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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张桂铭的绘画中，所谓变形与分离并非是对物象形态完全提炼的抽象，他的处理方式正是立足
于传统的感知和审美方式。
张桂铭的花鸟往往具有新颖的形式，但是他的这种变形与分离并非毫无由来，在这里以他的荷花为例
来追溯其风格的由来。
荷花是中国花鸟画的传统题材，历代花鸟画大家都曾有过描绘，它也多次出现在张桂铭的画面中，但
是在张桂铭的画面中，这一传统题材却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审美趣味。
八大山人的荷花仍然体现着文人画的典范，笔墨韵味仍然是关注的重点，那几根擎起荷叶的茎梗更具
有力透纸背的笔力，成为支撑起整个画面的“骨”，八大山人的绘画布局往往显得奇崛而不落俗套，
整个画面中透出一种荒寒寂寥的落寞情绪。
潘天寿也画过很多荷花，潘天寿取八大的奇崛而发扬光大，但是画面却是以正气、生机为基本格调。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来看看张桂铭的《藕花深处》，虽然仍有几分文人雅士逸笔草草聊以抒发惆怅的
韵味，但是更多是通过变形与分离的手段处理来提炼物象本身所具备的本真之美。
荷花荷叶如同陶醉于夏季明媚阳光之中，显现出几分人性的意味，荷花丛中的躺着的优美人体仿佛同
荷塘荷花融为一体。
各种形体看似散漫不羁，实则柔中有刚，这种大手笔凝练变形可以看到八大的影响。
　　八大山人和潘天寿在花鸟经营位置以及提炼物象方面都有天才的造诣，他们在构图布局以及造型
上的现代意识为张桂铭等现代国画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但是无论是八大也好潘天寿也罢，他们可供后人学习借鉴的不是他们留下的经典图式，而是他们的创
新精神与意识，以及评判创新合理性与价值的感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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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画有没有文脉，要不要文脉，似乎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
应该承认，大多数艺术家、评论家还是期许“文脉”之存在的。
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得到广泛认同即是。
　　创作冲动的形成，首先要求艺术家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这无可非议，但有什么样的生
活积累和情感积累，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课题。
如果我们借用“道”与“器”的概念来对这一课题进行解构，那么我们站在“道”的高度，多从哲学
、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的意义出发，为中国画构勒出在当代的一条文脉通道，未必不是中国画这
一艺术样式的幸事。
　　——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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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画苑学术研究体系是由《中国画苑》编辑部编撰的集艺术研究丛书、艺术教育论著为一体的
大型学术研究书系。
为做好《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张桂铭卷》系的编撰工作，《中国画苑》特地组织了国内一批颇有影
响力的学者、专家担任主编和学术顾问.并成立中国画苑学术研究书系编委会，以当代中国画创作的中
坚画家为主要关注对象，旨在呈现当代中国画的主流创作状态和发展倾向。
中国画苑学术研究书系坚持“学术性、史料性、可读性”的编撰宗旨，以期为中国画的研究者、爱好
者提供一个详实.严谨的学术研究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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