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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画廊联盟年度人物是中国画廊联盟依靠全国画廊评选出的值得藏家持续关注的中国画家。
在评选过程中，广大画廊及藏家始终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基本原则，尽最大可能收集、归纳藏家
的各种建议与意见，力争把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办成藏界的重要看事，以及收藏界交流、研究的平台，
从而为中国画市场的健康发展尽一份应有的努力。
　　当前，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画市场又面临着新的市场发展机遇与挑战。
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国画市场不断进行调整的进程中，中国画廊联盟以推动中国画市场不断发展为
契机，审时度势，携手理论批评界、传媒及广大藏界，对中国画市场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与梳理，以培
育市场认知能力为核心，以市场潜力、学术能力及对藏界的责任表现为基本点，经过由上而下的推荐
和自下而上的投票、宣传，最大限度地突出学术界、媒介及藏界的声音。
可以预言：中国画廊联盟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定会成为中国画市场发展过程中一件让人难以忘怀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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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年度聚焦：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突围　　随着各种观念的交锋与政治、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中国画及其市场的发展似乎突然间多了不少不确定因素，也许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中国画及其市场的
发展多了一些选择，而选择的可能性的增加又开启了中国画及其市场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大门。
面对这种说不清、理还乱的状况，那些缺乏见识的争吵和没有修养的谩骂都是精神贫血的表现。
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抱残守缺的愤然情绪，而是一种建设性态度，一次具有高度的、在理性的大旗
指引下的勇敢突围。
　　（1）守护中国文化利益需要精神高度　　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文化利益是极其重要的国家
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画市场的发展在宏观层面要服从与适应文化利益的发展方向，在微观层面要
在文化精神及价值体系的导引中不断充实与丰富文化利益的载体、条件及成长环境建设，从而使中国
画市场的发展在文化利益这一主题中不断构建其自身发展的格局。
　　在中国，目前最突出的三种利益是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
经济利益最直接明显，对于国家形象起到了基础的作用。
安全利益极为敏感，并且必须以硬实力作为支撑，对国家形象起到了保证的作用。
因此，国家利益一直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利益和对外的安全利益。
实际上，文化因素对国家利益的影响至关重要，文化构成了民族、国家在国际上提高竞争力的核心要
素。
国家利益是由国内和国际文化价值观的复杂互动来界定的。
国家利益的界定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大国与小国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有变化
；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要重新思考。
文化利益不仅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而且也以其道义目标和理想追求引领国家利益的方向，成为中
华民族的核心利益。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感召力，对于该国家利益的实现具有重
要意义，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明传统历史的大国，必须高度重视对国家文化利益的维护与发
展。
在中国，文化利益不仅以软实力建树为对外形象，而且也以其价值观、思想、理念和原则去指导经济
利益和安全利益，对国家形象具有导引的作用。
因为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已经并且还将引起世界的关注。
中国展示什么样的形象至关重要。
近年来，中国展示出珍爱和平、促进合作、勇于负责、主持公正的形象，受到了邻国和世界其他国家
的肯定和赞扬，对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实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切都得益于对文化利益的构建
。
国家文化利益的实现有向内和向外两个维度，向内通过增强民族凝聚力、锻造民族精神、确立道德规
范、发展文化产业、提高精英文化的水平等方式；向外通过拓展国际责任利益、坚持意识形态独立性
、拓展中华文化发展空间等方式。
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应是在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学习和文化调整的基础上，强调中华文化的特质，增强
中华文化的感染力，推进中华文化的传播。
　　国家文化利益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视。
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西方文化观念对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不断产生冲击，拓展和维护文化利益就成为
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为此，我国应采取弘扬民族文化、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推动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立、推进中华文
化圈建设等措施来维护、拓展我国的文化利益。
因为，这是关乎民族兴衰的核心利益。
　　（2）艺术品市场体现着国家的核心利益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进行，人们正在迈入
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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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不断调整自己，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的合作与竞争之中
，从而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制造”的奇迹。
在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运也随之强盛，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信心，同时，人们也日益
找回了不断被挫折所消磨掉的文化自信。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站立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坐标中而环顾世界的时候，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已是一日千里、风头正盛。
文化创意产业不但正成为这些世界强国的经济支柱，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国家与民族利益。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最能代表其精神象征的高端市场行为就是正在勃然发
展的艺术品市场，因为艺术家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符号与代表，其作品的市场价格与状况在一定程
度上也影响着世界对这个民族文化的认知与评判。
从这个角度上讲，艺术品市场的确关乎国家的核心利益。
这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所决定的：艺术品市场所折射出的文化利益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艺术品市场
的发展状况代表着一种文化精神的高度；艺术品市场所体现的是一种文化战略利益；艺术品市场的混
乱凸显国家文化利益的流失；大力发展艺术品市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已经进入关键期；拓展艺术品
市场、凝聚民族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
　　（3）中国画不断寻找新的价值支撑点　　中国画收藏的过程既是一个进行审美的精神消费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建立在价值追求过程中的财富聚焦与放大的过程。
中国画市场的发展在经历了混乱及阵痛之后，浮躁的心结开始走向理性，艺术价值的取向也逐渐水落
石出。
在这种状况下，藏界在观望之中寻找新的价值支撑点。
从当今中国画坛来看，最有可能建立中国画场新的价值支撑点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是在守望传
统中建立新的价值支撑点。
儒、佛、道三教文化是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
对于中国画来说，守望传统的实质就是守望传统中优良的文化精神与充满人性光芒的哲学意义。
　　传统是中国画发展的土壤，也是中国画能够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法宝，更是中华艺术的精神家
园。
有人说，中国画通过笔墨来完成，其实，笔墨作为技法，只是表达传统精神的外在手段。
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真切感受，再强的笔墨技法也只是一具空壳。
守望传统是画家的责任，只有守望传统，才会使中国画实现继承并有所创新。
20世纪被称为传统中国画四大家之一的潘天寿就是很好的明证。
他骨子及血液里渗透着传统文人的精神因子，坚决固守传统书画的精神领地，极力保持中国画的固有
体系。
正是这种文人品格，才使得中国画可以穿越时空，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常变常新的生命力。
　　这个崇尚物欲的时代使得人们往往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精神的永恒，传统的价值观也容易被
淡忘和抛弃，正如冯骥才所说：“每一分钟，文化遗产都在消亡。
”这时，矢志不渝地守望传统、守护民族灵魂的行为就更显弥足珍贵，而那些在艺术园地里辛勤耕耘
、在传统精神家园里执著守望的画家恰恰是引领中国画市场新的价值支撑点建立的先行者。
　　二是在写生、造型与笔墨的结合中寻找新的价值支撑点。
写生，即“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摹写记之。
”造型指在平面物体上表现和刻画形象。
笔墨是中国画技法的总称。
“笔”指勾、勒、皴、擦、点等笔法，“墨”指烘、染、破、泼、积等墨法，笔墨强调笔为主导，墨
随笔出，相互映发。
　　在写生、造型与笔墨三者中，写生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不同形象的形神研究、描绘与把握，提高造
型能力和修炼笔墨技艺，即写生首先解决的是造型问题，又由于传统绘画的造型和笔墨紧密相连，因
此，写生实际也是笔墨问题。
造型与笔墨的矛盾则显得复杂，尤其在现代水墨人物画中，若强调笔墨，造型所连带的人物本身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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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内容就会丢失；若重视造型，中国画的特质与表现力就会被减弱。
因此，中国画要寻找新的价值支撑点，就需要将三者有机结合，解决三者之间的矛盾、融合三者各自
的优势。
具体来说，即通过大量的写生提高造型的水准，并且改变既有的程式化用笔方式，用笔墨表现新形象
的创造力；造型要讲求“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和“不似之似”，凭借笔墨，以能传达出神态情韵和主
观情感为要旨；笔墨要赋予写生与造型以体悟和传神，避免写生与造型仅仅进行表面的照搬描摹。
　　三是学院探索成为新价值形成过程中中国画当代艺术的重要支撑点。
学院探索绘画泛指通过学院严格训练、9币生相传、层层因袭而具有保守性质的绘画。
在中国，学院探索的设立根植于20世纪初期以降，作为社会性的强烈诉求被提升为美术院校的宗旨—
—“美育”，学院探索的发展更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美术界在思想、观念、风格上的
多元拓进。
概括起来，目前的中国学院美术探索主要指一种崇尚风格主义的纯艺术派别，其主要画家大多为美术
学院的教师或画院的画师，并以中年画家为主，凸显出以下基本特征：　　①重规范，即重视规范，
包括题材、技巧和艺术语言的规范。
　　②重典雅，即排斥一切粗俗的艺术语言，要求高尚端庄、温文尔雅，反对激烈的个性表现，讲求
理智与共性。
　　③重传统。
学院“Academy”一词最初含“正规、走正路而不走邪路”的意思。
在学院派看来，走正路就是重视传统。
　　④重技术，即重视基本功训练，强调素描，贬低色彩在造型艺术中的作用，回避社会性与文化思
潮，讲究技巧和形式，强调安逸、高雅甚至贵族气派的格调。
学院探索的这些特征使其本身具有强烈的独立精神，激发了自由、新鲜及全新体验的欲望，成为新价
值形成过程中中国画当代艺术的重要支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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