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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可喜的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上海关于文
人画与“文心”话题的展览与大型研讨不断，
其中，上海中华艺术宫新春第一个大型研讨
会“文心雕龙———超越时代的中国绘画传统”
探讨的是《文心雕龙》这样的典籍对于当下的
中国绘画意义；徐汇艺术馆与程十发艺术馆
先后举办的李老十绘画展与朱振庚绘画展，
二人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人画的重
要推动者与实践者；上海朵云轩艺术馆首次
自主策划的青年画家群展则命名为“文心游
艺”，呈现的朱忠民、顾村言、牛孝杰等的绘画
作品，不仅见出笔墨造诣，也可见较深的诗文
修养；上海陆俨少艺术院正在举办的“心源的
舒展———海上名家手卷展”关注的则是颇具
文人性情的手卷画作。

画中见出书卷气与精神所寄

近代学者、画家陈师曾对于文人画曾说：
“画中带有文学性质，含有文人趣味，必须于
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乃所谓文人画
最显著的特征。”在上海一系列与文人画相关
的展览，无论是徐汇艺术馆的李老十展览抑
或朵云轩艺术馆“文心游艺”展，大多可从作
品中见出书卷气与画外功夫。

!"多年前辞世的文人画家的李老十早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已驰名，徐汇艺术馆的
“古槐书屋———李老十诞辰六十周年纪念展”
是李老十作品第一次在长三角地区展出，共
展出他 #$%&年至 '$$&年创作的精品佳作 ("

多件，涵盖了罗汉、残荷、鬼打架等多个系列。
从中可看出李老十绘画技法之纯熟，画作内
涵之高奇。李老十诗、书、画、印俱佳，他既受
中国传统文人画梁楷、徐渭、八大山人等人影
响，也受西方现代主义马蒂斯、毕加索等人影
响，将西方表现主义与中国文人画融为一体，
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他的画作中，多有着

自己的影子，如李老十《侍酒图》，画一小鬼跪
地奉酒给钟馗，题跋书法古意而自在：“憐君
肝火旺，小醉展愁眉。近日人间事，谁能断是
非？”这也是以诗画求得自我解脱。正如一些
评论所说：“李老十首先是一位有着人生境界
的文人，然后才是画家。他的一笔一墨，无不
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中国画真正的魅力其
实是属于生命中真正的性情的。”

程十发艺术馆的朱振庚展览是水墨画
大家朱振庚 $"多幅速写的基础上，又从家
属和刘海粟美术馆借展了部分朱振庚后期
的速写、创作作品及文献资料，立体显现朱
振庚一生的艺术追求。朱振庚生前最喜欢的
是贯休、陈洪绶、金农等画家，受影响极大，
展出一件书法大师林散之速写虽是铅笔，但
朱振庚却依然长题，记录他对林散之的感
受：“林散之的字写得好，成就一代书圣而不
自知，别人不敢提他，把他边缘化，他只以为
自己还不行，更加发奋，更加勤奋，结果促使
他好上加好。”
朵云轩艺术馆的“文心游艺———青年画

家五人展”中，画作或清新雅致，或逸笔草草，
不少画中都可见自作诗文与大段画跋，体现
出画家综合文化修养。顾村言善以诗和画，如
《墨梅图》自作诗句：“流霜空里两三枝，夜雨
留人醉卧迟，最是孤游行不足，排云寄啸岂狂
痴。”他认为，中国艺术从来不是简单的艺术
话题，一直是一个大文化话题，也一直是培育
人格的重要载体。宋元及以后尤其强调“文
心”与格调，也直指文人心性的自由，“真正的
文人画无论是画者还是观者，都是可以畅神
的，文人画一脉，越到高格，越见出对于内在
学养与书法的巨大要求。而中国画发展到后
期的写意性与书法及其承载的文化与抒情
性密不可分，写意性是中国人自在心灵的一
种飞扬，中国人在艺术方面很早就摆脱了对
物象的盲目崇拜，注重内在的情感与抒发。有
句话说‘文之极则画’，中国艺术尤其是文人

画也一直是培育人心的载体之一，是民族
的精神所寄，就像傅抱石题画所言的‘真气
流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包括文化断层
与资本炒作等艺术外的其他因素扰乱，当
下艺术价值的判断系统仍然不无紊乱，包
括水墨概念的混乱与伪写意的流行，对中
国画的真赏仍然很难。相信随着对中国文
化的重新发现与重视，这种混乱的状况终
究会改变。”

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与绘画的关系

在一些评论家看来，上海近期聚焦文人
画的一系列的活动看似偶然，并非偶然，而是
不自觉地真实反映了当下艺术界的一种思
潮———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精神与绘画的关
系。正如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陈燮君在中华艺
术宫“文心雕龙———超越时代的中国绘画传
统”研讨会上所说，中央前不久印发的《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也是这一系列“重塑文心”活动的巨大背
景，在上海博物馆十多年的实践中，包括策划
“晋唐宋元国宝展”、“美国藏中国绘画经典”
等大展，他深深体会到，要坚持凸显“文化自
信、文化肖像、文化气息和文化精神”，要为优
秀传统文化留下肖像和气象，需要有文化精
神，要有精神追求和精神标识。

中华艺术宫执行馆长李磊认为，文心其
实就是是价值观或者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
绘画当中，体现几个精神，第一是个人的觉
醒，第二是中国绘画的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
交融和交换，画什么是一种态度。个性当中有
态度的，所以中国绘画不是单纯的一个物象
投射，其实是精神投射，这是跟西方的写实主
义的绘画很长一段时间是不一样的，第三精
神要超越的，最后形成图像的形而上，最后笔
墨不是笔墨，笔墨是精神。

知名文化学者郑重在朵云轩“文心游艺”
座谈会上认为，他最早的书画理论启蒙，确实
是文人画。'$)$年当时他大学没毕业，就买了
一本关于文人画的书，从这里对绘画产生兴
趣和概念，“这 *+年来，确实也有一个弊病，
出现了这样一批画家，画得很好很完整，挑不
出毛病来，但是缺少一种感情的抒发，没有这
种情感，绘画就没有什么生命力了。但从朵云
轩‘文心游艺’年轻画家展中可以看到，一些
年轻画家非常注重文化修养。绘画主流真正
回归到传统，院体是一方面，但一定要把文人
画容纳进来。”

近代学者陈衡恪曾提出，“文人画有四个
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
完善。”对此，知名画家、评论家谢春彦认为，不
管是“文人画”还是“新文人画”，作者一定要有
深厚的文化积淀，画面文气、雅正，有知识含
量，有读书人的情怀，有对传统文明的独到见
解，画中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文人思想，“文
人画的画家骨子里首先是文人，生命是不应该
重复的。如果中国画，还算一种文化的话，我相
信应该有一种精神在，应该有一种家国情怀
在，要把自己的性情挥洒到纸面上来。”

大多处于隐居状态的知名画家了庐认
为，文人画是中国古代文人精神在绘画中总
的体现，不能说因为文人画的时代大背景过
去了，文人画就“关门歇业”了，“我一直认为
笔墨是中国画家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现在是
读书的人多，但不等于读书人就是文化人。清
代伊秉绶说过：‘读书的目的是陶冶心灵，变
化气质’，对于传统要能够‘化’，我对现在的
美术教育也有点建议，因为中国画是一个大
文化的概念，所以美术教育在技术性训练的
同时，文化教育一定要跟上去。从历史上看，
为什么有一类画家到了老了越画越好，比如
齐白石、黄宾虹，另一类画家到了老了就越画
越差、江郎才尽，那就是文化修养积淀不够的
原因。”

重塑文心，上海艺术界聚焦“文人画”

中国文人画重
视学养、讲究笔墨
之妙，源于魏晋，成
熟于宋元，或绘写
清雅之山水，或聊
写胸中之逸气，后
逐渐成为中国艺术
的主流，对中国艺
术史影响深远。然
而近半个世纪以
来，美术教育偏西
化，注重素描与色
彩，轻视诗文书法
与人格修养，甚至
出现了国画专业学
生不会执毛笔的尴
尬现状。可喜的是，
近一段时间以来，
上海关于文人画与
“文心”话题的展览
与大型研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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