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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坚持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索
如何从中国文化内部推进中国画现
代转型，并在这种探索过程中，建立
起自己笔墨风格；从理论、教育、绘
画、建筑等跨学科领域的生成方法来
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边界，从中西方两
个维度来探索中国文脉“传承”和“演
变”，这代表了潘公凯作为一个当代
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情怀。“我的思
考已融入了我的每一笔里，有时是自
觉的，有时是无意识的。”潘公凯说。

今日的中国绘画应该
体现传统精神下人与周边
关系的有机和谐

“傲然不屈的枯萎的荷（莲）花”，
是近年来潘公凯画得最多的主题。“我
故意选择了这个传统的题材，因为它
能一目了然地让人看到对传统的继
承。”在潘公凯看来，中国画传统的一
个重要的核心就在于让笔墨具有了独
立的审美，选择画老题材，自然也寄寓
了一些个人化的意义。怎么画，则成为
了使作品具有当代性的关键。国外评
论家认为，潘公凯“通过铁的意象来铸
就枯萎的莲花，强调着莲花隐忍的力
量，它可以存活千年，并具有休眠之后
再度复苏的生命力。这也是潘对中国
三千年水墨传统的美学诠释与信仰”。

短暂羁留，潘公凯选择了由贝

聿铭家族的老宅改造成的独立酒
店。“如果你要问我什么是文化情
境，首先它是一个物质性的构成，
比如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始建于
!"#$年的小洋楼里，我们会遥想当
时人的日常生活状态，那个年代的
生活习惯，甚至人们的语言，所有
的种种合起来，构成的就是文化情
境。”传统中国画的欣赏更多是文
人之间互相交流时于桌案上一点
一点展阅，而明显当代中国画的展
示都是在现代大型空间里，潘公凯
始终坚持中国画的未来仍然是继
承式的发展，所以，他尽可能地在
守护和保留中国画的笔墨的同时，
又要使这个笔墨传统合乎当前变
化了的文化情境。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中、

西两大艺术体系“互补并存，双向深
入”的学术主张，支撑起潘公凯对中
国笔墨精神性的完整表述与中国笔
墨当代性的个性化实践的，不得不说
是其难能可贵的中、西、文、理皆通的
知识背景和宏观、辩证的学术理念。

中西传统可以彼此借鉴
见缝插针地修改着自己工作室

的设计图纸，近年来，潘公凯俨然已
从一个“认真而且好学的甲方”成功
进阶成为了一个“建筑设计师”。以青
砖、白色花岗岩、玻璃为主要元素，结

合传统文化意蕴和现代建筑风格，以
唯一一座高校建筑入选中国一百个
经典建筑的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路新
校区是潘公凯作为“甲方”的巅峰成
果，而纽约新学院大学在建造新楼
时，则参照了潘公凯第一次作为独立
设计师为中央美术学院教学楼做的
室内设计方案。为了遵循欧洲传统，
致敬建筑和美术之间天然的姐妹关
系，潘公凯于中央美术学院建立了建
筑学院。他亦从自己喜爱的艺术家、
建筑师柯布西耶的作品中，审读出
“绘画性抽象”的审美特质。“但对于
跨界这件事，我并不赞成浅层次地将
不同领域的事物凑在一起。就建筑和
绘画这两件事而言，我认为唯一有关
联的，是一个人深层次的思维方
式。”

潘公凯对于“跨界”的理解，从
某种角度，与其对于中西方美术关
系的理解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中国
传统精神所具有的以有机宇宙观为
基础的和谐稳定倾向，与西方精神所
具有的对立变动、差异补充的格局，
将始终保持其重要而不同的文化价
值。”潘公凯道。面对一些艺术家和理
论家争相宣告“绘画已经死亡”的后
现代艺坛，潘公凯提出“中国画笔墨
的精神性”，正是从理论上阐释了传
统艺术的价值，并以自己的实践来发
掘这种价值的潜力。繁花落尽，却又

厚积薄发，这也正是潘公凯笔下“如
钢铁铸就”的残荷的力量所在。

父亲从来没有直接教
过我画画

在中国绘画传统中，“课徒”是
学习传授古代大家绘画的重要方
式。通过对传统笔墨的“传移模写”和
比较研究，一笔一墨，与古人进行对
话，透过对笔墨规律和语言法则的理
解，领悟古代文人大家的文化修养和
格调气度。这次展览，按照历史顺序
在展厅中并置了模拟了顾恺之、范
宽、黄公望、倪瓒、吴昌硕等六位不同
时代中国画大师的“文化语境”的“影
像空间”，展示了潘公凯“课徒”大师
们的影像记录以及“课徒稿”。
潘公凯的父亲潘天寿是与齐白

石、吴昌硕、黄宾虹齐名的现代画
家，但潘天寿自己更在意的身份是
浙江美院院长，“画画对父亲而言，
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他几乎不卖画，
靠教授的工资生活，主要精力在于
教学。”潘公凯笑言，自己曾经出任
了中国最重要的两大美术学府中国
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这应
该是近乎于生命最美好的延续：“虽
然父亲从来没有直接教过我画画，
对我而言，他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文
化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榜样。”
潘公凯的少年时期在西子湖畔

度过，全家住在浙江美院的教工宿
舍。在他印象中，父亲是一个生活很
有规律的人，朴素而简单，每天很早
起身，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庭院。潘天
寿不喝酒、不抽烟，连喝茶也不讲
究，在潘家，从来都不会讨论和吃穿
住有关的话题。“父亲师范出身，所
受的教育在当时是很现代的，但在
当下的语境里，父亲其实还是一个
儒士，在他的价值观里，生活清简是
保障精神丰富的一个前提。这一点，
我深以为是。”

世人喜以潘天寿常用的一枚
闲章“一味霸悍”来形容其艺术风
格和主张和推动教育救国的不遗余
力，潘公凯却笑言自己几乎不用闲
章，家里常年订阅的是科学杂志。尽
管兴趣宽泛，潘公凯还是将探索中
国画的未来学视为自己最重要的课
题。以“格调”作为近代中国画的品
鉴价值中心，潘公凯强调笔墨独立
的价值，不在禁锢于形式，而在于如
何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渗透
或投射到笔墨的形式语言当中去。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做好一个

当代的文化人。我的作品是什么呢？
我的作品是我的人生。”潘公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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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的角度而言，中国文人画并
不完全在于写对象之神，精髓在于抒发
作者主体之气。画什么，怎么画，最终又
能画成什么样，与画家的学术修养、文化
积淀息息相关。潘公凯拥有着学者、艺术
家和美术教育家多种身份，在美术理论、
绘画、装置艺术乃至建筑诸多领域都颇
有建树，上周末，他匆匆于上海短暂停留
时，接受了《国家艺术杂志》的独家采访。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做好一个当代

的文化人。”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许能更
好地读懂潘公凯和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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