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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传统的中国画艺术家在色彩运
用方面，喜欢用浓烈的、鲜艳的色彩去表
达自己强烈的情感。从海上画派到齐白
石，鲜艳的色彩在他们手中被发挥到了
极致。吴昌硕的大红牡丹，齐白石的牵
牛花、鸡冠花等，画面的色彩是那么的热
烈，表达着炽热而深厚的情感。他们接
受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熏陶，在色彩运
用方面，无论哪般都是彩色配上大量的
留白。

齐白石笔下的红花，红似火焰的颜
色体现的是他本人对于该形象的情感体
验。因此，中国画中的“随类赋彩”蕴含
着“随性”的意思。同时，中国画的色彩
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十分丰富的。

近代以来，中国画的创新更多是在水
墨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明显是受到传统文
人思想的影响，其中有较大贡献的是以林
风眠为代表的众多留洋艺术家。他们接
受了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洗礼，将传统中
国画中的线条、色彩、墨色和西方的艺术
形式相结合，极具现代性又具有中国传统
文化内涵。例如林风眠的画中就运用了
西方绘画的光色原理，更加强调画面的意
境美。

墨与彩的结合是近代山水画、花鸟画
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色彩结合方式，也是大
众所喜闻乐见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
创新更是把文人传统、皇家审美和平民喜
好综合起来，可以说是一大特色。

从墨彩的角度出发，以西方光色来
补充传统中国画的色彩是对传统的一大
继承和创新。传统的中国画虽然没有这
方面的实践，但在一些文字中探讨过关
于光色的问题，如明朝的张宏吸收了西
方光影的技法。从“扬州八怪”到“海上
画派”再到近代艺术家们的作品中，我们
不难发现，当时的人们对于色彩的接受
程度是很高的。因此，以墨彩为基础，吸
收西方印象派的艺术特色在近代中国是
行得通的，也是大众审美所能接受的。

墨与彩的结合
是中国画一大特色

张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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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化辽沈收藏的吴昌硕、齐白石经典艺术作品，使
之服务大众，展现地域文化底蕴与文化自信，沈阳开东北
先河，在沈阳美术馆新馆举办“南吴北齐的艺术世界——
吴昌硕齐白石作品展与学术研讨活动”，引起了美术界、学

界和广大群众的特别关注，观众领略到经典艺术所展现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积淀与修养，引领审美、启迪思想。

11月8日，立冬刚过，与倏忽而至
的寒风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人们对艺术
的热情。位于沈阳科学宫的沈阳美术
馆新馆门前排起长长队伍。两座艺术
高峰引来无数仰慕者争睹真迹，经典
的力量穿越时空在心灵中凝聚。

近年来，辽沈大地对地域传统文
化挖掘梳理、资源整合、传承创新已成
为一种自觉使命与不懈追求。无论是
代表着中华文明的红山文化，还是各
地标志性历史文化，均汇入中国梦的
大业中深耕前行。沈阳构建国家中心

城市，对文化立市的理解与求索也早
已跳脱符号与单一，向深度和广度践
行。美术馆作为一座城市的窗口和形
象品牌组成，其展览是文化品位和艺
术高度的风向标，引领着审美。沈阳
美术馆升级改造后重新向大众开放，
推出重磅展览“南吴北齐的艺术世界
——吴昌硕齐白石作品展”，80余件展
品全部来自辽沈地区的收藏，包括沈
阳故宫博物院、鲁迅美术学院，以及重
要藏家的珍贵藏品，且多为首次亮相，
引起观众不惜在冷风中排长队观看。

——80余件展品均来自辽沈地区收藏

展览与研讨是两项主体活动。
参加研讨的专家学者来自吴昌硕

齐白石研究领域、文博领域、文学领
域、教育领域、媒体界等，研讨主题以
超越技术层面的艺术标准、艺术精神、
美术教育和中国传统绘画的历史、当
今、未来为着眼点，分析解读吴昌硕齐
白石艺术成就的内核，即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修养的深厚积淀、人格风骨的
坚守、继承创新的胆识与能力。吴昌

硕曾孙、上海市吴昌硕文化艺术基金
会理事长吴超，齐白石国际研究中心
主任、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主任吕晓，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张涛及各位专家
的发言内容回答了当代关于中国画的
一些热点问题，比如气韵生动、写意、
以书入画、诗书画印兼修、中西融合
等。解决目前艺术界存在的思想困惑
与创作瓶颈，坚守一颗中华文化之心，
反映时代与生活。

——展览与研讨互为提升

传承创新 文脉相续
——走进“南吴北齐”的艺术世界

本报记者 凌 鹤

吴昌硕、齐白石是20世纪中国画
大师，素有“南吴北齐”之誉。他们不
仅在中国写意花鸟画发展史上占有重
要地位，更创造了近现代写意花鸟画
的高峰。“吴昌硕齐白石作品展”精选
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沿着吴昌硕、齐
白石的艺术脉络，向上溯源至明代陈
淳、清初的朱耷以及清中期的“扬州八
怪”，向下延展至受他们影响的王个
簃、李苦禅、王雪涛等艺术家。展览展
出作品 80 余件，划分为“吴昌硕的艺
术成就”“齐白石的艺术成就”“师承源
起后世影响”三个板块，两位大师的作
品在质量和数量上等量齐观，且注重
不同年代作品的展现。同时，展览举
办方编辑出版了《南吴北齐的艺术世
界——吴昌硕齐白石作品集》。

托物言志、借物抒情是中国画写
意精神的主旨。吴昌硕、齐白石的花
鸟画秉承并诠释了这种精神。在吴昌

硕的笔下，其写意花鸟古拙浑厚，金石
之风扑面而来。而齐白石的笔下则色
彩丰富，清新高雅。两位大师作品画
面物象的位置经营皆收放自如，舒展
大方，诗、书、画、印四艺精进。以一花
一石这些生活中的小物小景去体现大
情、大爱、大气象的中国人文精神，体
现“大道若朴”“道通天地”的中国哲学
意境。在展览策划、作品征集、展品论
证、画集编辑出版等过程中，沈阳美术
馆与鲁迅美术学院、沈阳故宫博物院、
辽宁美术出版社等单位实现了艺术资
源、学术成果共享，并在各个环节进行
严谨的学术论证，体现出高品质、强学
术、深影响、广融合的特征。

“吴昌硕齐白石作品展”实现了艺
术经典的时代活化，让藏于博物馆、图
书馆、机构和私人藏家的艺术品在不同
的展示平台上实现其真正的艺术价值，
从而服务于沈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

——溯源延展全面呈现艺术脉络

本次展览策展人是辽宁文博系列
研究馆员、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冯朝
辉。他说：“就中国写意花鸟画领域的
两面旗帜——吴昌硕、齐白石的作品
而言，辽沈地区的收藏有一定规模。
比如辽宁省博物馆、鲁迅美术学院、辽
宁美术出版社、沈阳故宫博物院以及
个别私人藏家的藏品，为本次展览提
供了必要条件。本次展览与画集出版

始终坚持‘一真二新’的原则，‘真’是
指所有展品必须经国内、省内权威专
家组成的专家组逐一审定认可；‘新’
是指展品于本次展览中的出现，尽可
能是其在观众面前的首次露面，从而
保证较高的学术基础。又邀请部分省
内专家就吴昌硕、齐白石艺术的撰文
开展研究，力图从不同视角启发观众
与读者思维，让文化浸润永久长存。”

——坚持“一真二新”

沈阳美术馆馆长于晨对记者说：
“中国写意花鸟画传承至今，其发展脉
络非常清晰。吴昌硕、齐白石秉承传
统，并一路沿文脉走行，开启了当代传
统大写意花鸟画的新面貌。吴昌硕、齐
白石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不断发生巨变
的历史时期，多元文化的碰撞，各种思
潮的涌起，人们思想的演进，以及科学
技术的发展，都悄然作用于中国画，但
他们思想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掌握与
理解没有变，这使得他们的作品能够完
整地保留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严谨形式
和丰富内涵。与此同时，社会制度的变
革又对新思想、新文化、新形式、新内涵
有着无限的期待。在这样的时代大背
景下，吴昌硕、齐白石于文脉上求发展，
于继承中求创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
的强大生命力和深厚的自我发展力。
作为与展览配套发行的画集，是本次系
列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一场
永不落幕的展览。”

——让展览
永不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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