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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传媒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在线播

放音像混成的动态画面，因此本站将

尝试把过去需要录音后整理成文的访

谈，用视频记录并在“本站专稿”栏

在线播放。由于这些视频文件都是先

传到优酷网再用外部连接的方式链接

到本站，因此无法避免优酷网的网络

商业行为。本站“视频下载”栏将改

成“视频专栏”，也采取把视频文件

传到优酷网再链接到本站的方法。如

果您想避免成为优酷网在线商业宣传

的对象，请不要点击本站视频文件。  

2、本站免费刊登展览信息和个人作

品。展览信息包括电子海报、简讯文

档、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作品要求

表明尺寸、材料和创作年代，如果是

展览预告，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的图

片可以在开展之后补发给我们，否则

我们将不保留该展览信息。个人作品

要求有个人风格，并为具有探索与创

新的风格，数量在４件以上，艺术市

场上热销套路风格，本站一概不与刊

登，展览信息除外。这是本站鼓励创

新和尊重创作自由的学术定位所决定

的。所有图片请把像素调到

800X600，高宽相加等于1400  

3、本站“视频下载”拦目欢迎40MB
以下的avi格式的压缩文件，内容可以

是video作品、访谈录像、名人生平

录像、行为艺术录像、重大展览与学

术会议录像。超过40MB以上的稿

件，请分成上下集或多集，我们将采

取连载的方式予以发表，连载最多不

超过400MB。其他内容的avi稿件，

请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

尽量考虑发表。本站工作邮箱：art-
here@163.com 

 

本站公告

作者：鲁虹 来源：雅昌艺术网专稿  

现代水墨画概观 

      按：由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李铸晋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国松主持的“现代水墨画联展暨

学术研讨会”于8月1日至2日在香港举行。研讨会的名称是“水墨画的新传统——回顾与前

瞻”，共有来自大陆、香港与台湾的八位学者发表了演讲。会期为一天。以下是我在会上的发

言。 

      （1）关于现代水墨画的定义 

      正像五四以来每当政治上发生重大变化，都会引起水墨画改革的大讨论、大变化一样。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改革开放局面，再度引起了水墨画界对这个敏感话题的讨论。显

然是由于在特定的文化背景里，经济与科学的现代化成了全社会关注的中心。因此，好长时

间，“现代性”便成了相当多水墨画家都坚持的一个基本理念。而所谓水墨画转型的事实正是

以建设现代社会和呼唤现代思想为前提的。 

      不过，并非所有赞成改革的水墨画家，在具体改革的方案上如出一辙．从近三十几年水墨

画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占主流的方法一直是：立足传统水墨画（1）和写实水墨画（2）的艺

术框架，对水墨画的某些属性，包括构成、造型、设色及入画标准等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就使

近十几年来的绝大多数水墨画，如新山水画、新花鸟画、新人物画，无论在文化内涵上，还是

在艺术表现上，都明显不同于传统水墨画及改革开放前的写实水墨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一类水墨画就是我所说的主流水墨，其广泛地出现在由各级美协与画院——也就是官方艺术

机构举办的画展上，在当代水墨画坛占有中心、主导的地位，需要专门的著作与文章去介绍、

去研究。 

      相对而言，还有一类水墨画则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这一类水墨画不仅完全超越了传统水

墨画及写实水墨画的艺术框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艺术体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参照的是西方

现代艺术，其结果彻底打破了固有的文化秩序，导致了本土画种的分裂。它就被我界定为现代

水墨。现代水墨又被人称为实验水墨。现有的资料表明，实验水墨的概念最早由批评家黄专与

王璜生在编辑1993年第2期《广东美术家——现代水墨专辑》时提出。尽管在该刊的序言中，

编者并没有就现代水墨的内涵进行十分明确的说明，但从此本刊物介绍的1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

来看，我们并不难发现，在编者那里，实验水墨绝不是特指某一类型或风格的水墨画，而是泛

指一切在当时处于边缘地位的新水墨创作。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不仅属于表现水墨的艺术家李

孝萱、王彦萍与属于抽象水墨的艺术家王川、石果的作品被纳入其中，就连很难用风格加以归

类的水墨画家——如田黎明、黄一翰的作品也被纳入其中。但后来有人将实验水墨这一概念特

指抽象水墨，这与最初的提法是有所出入的。站在今天的立场（3）上看问题，现代水墨很有

些割裂优秀传统、数典忘祖的味道，但还原到具体的时空中，我们并不难发现，大多数从事现

代水墨画探索的艺术家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借鉴，乃是为了突破呆板、僵化、陈陈相因的水墨画

表现规范，进而找到某种表达的突破口。实践证明，他们一方面在西方现代艺术的批判吸收、

改造重建和促使其中国化上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利用现代意识重新发掘了传统艺术中暗含的

现代因子，而这一切对促进水墨画的现代转型，并为水墨画创造全新的可能性，具有无可估量

的作用。正因为这样，现代水墨画作为一种新的艺术传统，已逐渐被人们接受，成了历史的一

部分，这个过程就像写实水墨从产生到被接受、直至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一样．最能说明问题的

例子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它不仅出现在了从国家到地方各级艺术机构举办的学术

性大展中，而且学术成果也被广泛借鉴。 

      （2）现代水墨画的尴尬处境 

      中国的现代水墨画在好长的时间里，一直处在十分尴尬的位置上，虽然水墨画界——包括

赞成改革的水墨画家将它明确划在了“实验”（当代）艺术的圈子里，但中国的“实验”艺术

圈却十分忽视它。在一系列介绍中国“实验”艺术的大展中，现代水墨画总是处在缺席地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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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说明问题。为什么会造成这一局面呢？细想起来，关键还在于大多数现代水墨画家强调语

言转型的做法，实质上还是在针对传统水墨或水墨画的语言媒介提出问题，这与中国当代艺术

强调在当代文化中寻找问题的做法显然不太同步。批评家易英和黄专在1993年举办的“批评

家年度提名展（水墨部分）”以后，都曾撰文批评过现有水墨实验对当代文化反映迟钝的问

题。（4）笔者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因为当代水墨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和当代文化建立起更加

对位的关系。不过，笔者又感到现代水墨画与中国当代艺术的不同步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简

单地将两者加以比较是不妥当的。凡了解水墨画历史的人都知道，水墨画不仅有着严格的陈式

规范，还有着一整套完整的价值体系，他们是互为表里的。改革水墨画的难度就在于，当人们

立足传统的笔墨程式规范和价值体系时，极不容易进行全新的艺术表现，更不容易有效借鉴西

方现当代艺术的经验，人们至多只能在固有的表现框架内略有调整与变革，反过来，当人们试

图改革传统的笔墨程式规范和价值体系时，水墨画又容易失去赖以存在的支点，这种困难在从

事当代油画的中国艺术家那里根本不存在。（5）因此，现代水墨画家面临着两种艰难的选

择：其一，立足固有的支点，对符号、图式、构成进行改革；其二，偏离固有的支点，转而寻

找新的支点和出路。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我对现代水墨画在现阶段滞后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现象

深表理解。在我看来，现代水墨画家们用十多年的时间，对一个古老的画种进行解构与重构，

肯定是必须的，其功不可没。我们不应该超越历史、超越现实，以看待中国当代油画的方式去

看待现代水墨画，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现代水墨画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及历史意义，甚至将其

简单地划入形式主义的范畴。 

      事实上，在取得语言转型方面的某些成功后，已经有不少现代水墨画家开始了进入当代文

化的探索，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待后面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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