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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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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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在东 诗意的象限 

   从最初看到郑在东绘画的之始，不知怎么的，总让我联想到《浮生六记》中的那个沈三白，

半倚在蚊帐中吃烟，眯着眼睛观看着烟雾缭绕的蚊帐中的一只蚊子——沈三白并不去打这只蚊

子，他把它看成了云中的一只仙鹤。这里面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旧时兴味。后来看到有批评家真

的借俞平伯先生对沈复的《浮生六记》文风的诠释来比喻郑在东的艺术，果然还是贴切的：

“即如这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像；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

着，一半儿写着；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

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

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

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 

对于来自台湾的画家郑在东先生而言，这是他来到上海的第十七个年头。十七年前郑在东从台

北来到大陆，客居于上海，从此遍游名山大川，为的是寻找传统的文脉。对于郑在东而言，他

的肉身终于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而他的精神却走上了一条近乎于宗教朝圣的遥遥之路。所

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并不赞同将郑在东的艺术放在当代艺术的一贯语境来比评表述。他的

绘画，与西方当代艺术的流派和观念是没有本质关系的。虽然我们可以从他早年的作品中隐约

窥见表现主义的印记，亦或有马蒂斯，埃弗里等诸多西方现代美术大师的踪影，但郑在东的油

画，并没有延用西方对于世界的观察和叙述方式。或者说，郑在东借用的是西方新潮的表现模

式，表达的却是他自己骨子里的性情——中国传统的血液早已经暗潜在他早期的艺术经脉之

中。我从他早在1984年的《母亲》，以及1987年的《水中之月》等作品里，已经可以隐约感

觉到他的艺术趣味正渐渐与西方绘画的观念分道扬镳。后来的郑在东，在读书行路之间，走上

了一条回归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之路——那是一种诗性的，充满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个

人趣味。尽管这条路在今天显得尤为狭窄而漫长，我们却看到郑在东总是能够在其间游走自

如，自得其乐。他自称是一个“玩物丧志”之人，并且年岁愈增，玩心愈重。已过天命之年的

他，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愈发彰显出了一种平淡天真的意味。他在上海的丁香花园的宅第里，相

伴着古玩字画老家具，好茶好酒好书斋，心心念及着“行乐须及春”，倒有一种大隐隐于闹市

之间的闲情心境。在郑在东看来，做一个画家，首先应该是一个生活家。一个艺术家的生活状

态应该和他的艺术表现达到一种归一之境。所以表现在他的作品中总是点染山水，尺幅千里，

时时有机锋洋溢，言近旨远，始终是在探寻着文人心灵深处开心解性的洞天福地。而同时，或

许是过了天命之年的缘故，经历过千山万水的郑在东又总是在作品间表现出一种类如南唐二主

词中那种无可奈何的惆怅。 

为什么会有这种无可奈何的惆怅，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我的绘画好像一本私人日记，记载着

每个时段的生活内容及面对生活时的挣扎与幻想，假借一些事物或典故勾画出内心深处不知名

的画面。”“我只是尊崇内心绘画的感觉。”他说自己画画，计较设色，却不考虑构图。所以

他的画面里构图往往是秋风萧瑟散落一地，时常以半边一角取胜，复有宋朝马远、夏圭之功；

他的造型是平面化的，用笔蓬松，很少塑造，却自有一种天真拙趣在。这一切笼罩在他独具匠

心的色彩关系下，于是便见夜色无边，孤月高悬，山水平淡之间，轻舟一芥，人二三粒，像是

一种近乎痴迷的程式。这恰恰是郑在东的艺术的可贵之处。他有别于当今艺坛普遍浮躁的面目

设计的策略，而是转向一种内在的天性才情，那才是他骨子里的髓质。所以看郑在东的作品，

最好的并不是在当代艺术的展览上，而是要一个人坐下来慢慢品读，这就像和一位老朋友安安

静静吃茶，半年不见一面，半天不发一语。此种诗意的象限，不可言说，不求达众。 

编辑： 王雪云  责任编辑： 王雪云  

 



推荐网站
99艺术网 艺术国际 东方视觉网 雅昌艺术网 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中国宋庄网 威尼斯双年展 

Base on PHP & MySQL 
Powered by W2K3 & Apache 

 

关于我们 | 版权声明 | 联系我们 | 邮件投稿 | 渝ICP备06000899号 | 本站LOGO下载 
非赢利学术网站 执行主编：王小箭 联系电话：010-63987712（京） 023-86181955
（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