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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建筑是城市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城
市人的交往，依赖于建筑坐标———如这些特
征在上海拆光，也就毫无旧迹可循。”上海本
地作家金澄宇曾经如斯感叹。

好的建筑会说话，而画家对于具有故事
感的画面总是有着天生的敏感。虽然建筑本
不属于中国画的传统题材，仍有人拿起了传统
水墨，开始在古老的宣纸上表现属于当下的观
念与情感。用中国画表现现代建筑的画家寥
寥可数，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洪健与上大美院教
师毛冬华是少有成系列创作的两位。近年来，
他们致力于城市题材的探索，尽管所用材质和
技法不同，但两人都以突破传统与自我的实践
传递着海派建筑的中国意境。难能可贵的是，
他们并非简单地描摹，而是努力在画面中传递
着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思索，也藉此对传统中国
画现代性的探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对故乡上海的人文思考

生活中的场景总是最能触动人的情感。
洪健和毛冬华都是上海本地人。每个上

海人的梦里都有一个“摇啊摇的外婆桥”；毛
冬华进入城市题材的发端，正来源于对外婆
的怀念。“外白渡桥”以及周边的建筑因此成
了她笔下最初的“主角”。而后，十里南京路、
外滩系列不但开拓了毛冬华的创作题材，也
让她进入了对中国水墨的可能性的探索中。
为了一张十里南京路，毛冬华收集的素材叠
起来足有一人高。“不管演戏、写文章还是画
画，首先是要感动自己，但仅仅如此又是远远
不够的。艺术必须能达成一种共鸣，往小里说
是与观者，往大里说则是与这个时代。”毛冬
华笑言这是自己追求的目标。

曾经分别在老城厢和西区高邮路居住过
的洪健对徐汇、卢湾交界的区域很熟悉。孩子
还小时，晚上全家在复兴路一带散步的温暖
画面一直留存在他的记忆中。!""#年，获邀参

加一个城市题材的展览，复兴路上的柯灵故
居也因此成为了《上海故事》系列中的第一幅
作品。以伴随自己成长的老建筑为背景，洪健
开始尝试用现代视角将水墨语言切入城市命
题。在洪健看来，苏州河是上海市民文化的起
源，同时，又保留了最早的商业贸易的历史遗
迹。在“苏河”系列中，借由描摹苏州河桥、仓
库、水塔等老建筑，洪健进一步将自己对故乡
上海的人文思考呈现在了画作中。

生活的经验是艺术最直接的营养供给，
艺术从来都是生活的延伸。

对!中国画"内涵外延的开拓

洪健曾在很多场合展现过自己扎实的传
统工笔花鸟与人物的功底，但也许是曾经接
受过西画教育使然，加之在大学时代旁听过
环境设计专业有关建筑的课程，后来也从事
过一些视觉平面设计和建筑效果图的工作，
一旦进入了西洋建筑题材，洪健的笔下就自
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融入了西方绘画色彩及
情绪处理方式的趣味来。

传统中国画领域，古人会依靠界尺来保
证所画线条的平直，完成对宫殿、寺庙等特殊
建筑的描摹。只是“界画”这种独特的国画样
式在当代中国画中几乎无用武之地。“我观察
到，与本土的土木建筑相比，上海这些西洋老
建筑从外观到精神显露出的气质迥异，所以
打草稿时我会很严密，把建筑设计上的一些
技法与传统界画结合，力图来精确还原我所
描摹的建筑的比例。”洪健以工笔方式展现于
熟纸上的画面，线条纤细但有力，他用几近建
筑师绘制形线与立面的严谨之美，表达着每
一条来自三十年代的精美曲线，或是 $%& '(!

)*的简约线条，或是屋顶尖角的呈现角度，
“对我而言，西方建筑的理性部分是我觉得必
须还原的重点。”洪健表示，“包括整体画面的
色调与情绪渲染，这些西画比较关注的因素

都在我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近现
代建筑本身是一个全新的题材，我认为不妨
用拿来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凡是对画面有利
的，不论古今中西，都可以借鉴。”

对于中国画而言，不同的笔墨形式会唤
起观者不同的视觉感受，其中，水分的多少是
一种重要的因素。与洪健不同，毛冬华运用了
一种似乎更为“大胆”的方式。为了表现建筑
的体积感，毛冬华采用了没骨法与积墨法在
生宣上进行创作，这两种传统技法原本多用
于山水，古人常将其用于绢本、熟宣、夹宣，通
过水墨的时间性叠加，来体现一种岁月的沧
桑。如何用柔软的水墨表现出现代建筑材料
的质感，毛冬华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
《多云转晴》《重塑》是毛冬华在全国美术

界引起关注的两张作品。画家颇具匠心地用
淡墨表现出了现代玻璃幕墙的剔透感，通过
映照其上的建筑，表现出了时代的纵深。这一
时期，毛冬华沉浸于如何表现材质上，而到了
外滩系列，她将着眼点转到了如何表现光影
变化。毛冬华曾经尝试创作了多幅外滩 +!

号，画面的构图，建筑的角度完全不变，有意
思的只在于早晨、黄昏、晴天、雨日不同的呈
现。对于光影的痴迷原本是油画家的课题，生
性开朗的毛冬华笑言，这对自己如同一个有
趣的“游戏”，因此去发现如何极致传递传统
笔墨的各种可能性。

历代画家及画论早就把传统绘画总结得
足够完善，新时代的画家又如何画出属于这个
时代特点、符合这个时代审美的作品,绘画原
本是对自己视觉经验的呈现，两位画家从题材
到本体语言上所进行的尝试，或许能为中国画
的现代性研究提供有益案例。

当代画家的!水墨心灵日记"

中国画的传统从来都在于传“神”，而不在
摹“形”，于静谧中传递画家笔墨背后的深意。

尽管技法上可圈可点，洪健更津津乐道
于自己在画面中设立的隐喻。在他的老建筑
“故事”中，建筑本身成了全知全能的叙事
者，他们静静地伫立一隅，默默记录着周遭
环境的变迁。隐现的屋顶、斑驳的墙面、锈蚀
的门窗以及黄昏时摇曳的光影深夜里明灭的
灯火，凸显着这个城市独特的历史肌理；另一
方面，电话亭、停车牌、消防龙头，让观众得到
时空转换的提醒，令画面具有了开放性的张
力。喜欢在电影与摄影作品中寻找画面感的
洪健痴迷于在画面中营造具有叙事性的氛
围，让建筑主动“说话”。而在一幅名为《气
场》的画作中，洪健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范
宽，向古典致敬，画面中硕大的煤气包占据
了整个画面，锈化的斑驳的外壳，底部隐约
可见的植物，奇妙地幻化出一种古典的山水
意向。正如评论家徐明松所言，洪健“将中国
人在农耕文明所养成的对山水与自然的哲
思，蜕变成了城市文明覆盖之下对于人居空
间的建筑冥想。”

将在今年 ++月举办个人大展《外滩心影》
的毛冬华自认自己的水墨与“城”已建立了不可
分割的联系。以“桥”系列、外滩系列、“镜像”系
列不断为上海造型的同时，-"后的毛冬华亦
喜欢关注城市中那些被遗忘的角落，比如近年
流于冷清的锦江乐园，在《城市乐园》中，她经
由过山车，准确描摹着现代人时而跌宕，时而
平静的心境。以率性的笔意表达理性的节奏
和思考，毛冬华在表现现代城市的视觉感受、
刷新着中国画表现当代生活的审美体验的同
时，亦不断“书写”着自己的“水墨心灵日记”。

亦古亦今，特别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留下
的建筑群是上海这座城市最值得珍视的财富
之一。由山野林泉到现代建筑，洪健与毛冬华
将寄于情、言其志的表现对象聚焦于当下，
“我们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出路，这
也是一个负责的画家所应该追求的。”洪健与
毛冬华表示。

古老宣纸上的海派生活
近日，一幅名为《拂晓·辅仁里———中共二大会址》!上图"的国画在网上热传。画作以

近乎执拗的精工还原了辅仁里青砖黛瓦的建筑风貌。用传统工笔来表现近现代建筑，是
中国画的一个新题材。“老建筑并不是标本，它们是具有生命力的意向，它们是过去与现
在的代言人。”画家洪健如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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