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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钦（资深媒体人）

最近两地新添美术馆的信息又刷屏
行内，一座在上海，一座在武汉。

日前的上海， 出自法国当代著名建
筑师让·努维尔之手的浦东美术馆正式
面世，这个表面含蓄内敛的“白盒子”蕴
含着无限的期待能量。

开馆仪式上，携“蔡国强：远行与归
来”及“与未知的相遇”“媒材的远行”而
来的艺术家蔡国强感慨， 浦东美术馆是
堪比世界一流美术馆品质和水准的建筑
和展览空间。

上海在拥有龙美术馆、 民生现代美
术馆、余德耀美术馆、西岸美术馆等多家极
具影响力的机构之后，再添“堪比世界一流
美术馆品质”的场馆，再引行内关注。

好的美术馆，除了场馆建筑能有好的
设计师加持，关键还有好的作品（包含合作
借展）， 而总建筑空间面积近 4万平方米，
设有 13 个展厅的浦东美术馆让人羡艳的

是， 展览方面得到了国际著名美术馆———
泰特美术馆的大力支持， 拿出了 100多件
珍贵藏品，并将持续三年展览合作。

为何上海文化艺术产业具有如此的
爆炸性发展？ 当地政府的文化政策是一个
地方非常重要的部分。比如说，政府可以释
放大量的土地营建民营美术馆， 民营美术
馆体量大，大活动便相应增多。当然还包括
资金的活络、政策的引导等等。上海目前拥
有各级各类美术馆 50余家，办展层次逐年
提高，国际大展越来越多。

据 《广州当代艺术现状分析及对策
研究》调研报告，在连续的五年内 ,上海
市每年投入文化创意产业财政扶持资金
2.8 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投入 160 多亿
元。 在 264 个获得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
扶持的项目中，资金高达 2.9 亿元，市区
两级扶持资金总量则为 4.1 亿元， 直接
撬动社会资金投入 21 亿元。 其中，针对
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更加突出， 民营企
业的项目占全部项目总数近七成。

通过数据，进一步证实上海对文化创
意产业的扶持力度确实不一样。 虽然另一
个城市———武汉的相关数据并未获悉，但
从那片土地诞生起来的， 能让人关注的美
术馆着实也不少， 在拥有武汉大学万林艺
术博物馆、 合美术馆这样无论是建筑自身
的设计还是展览都足以让人驻足打卡的场
馆之后， 又添一个外形上便能吸引流量的
机构———琴台美术馆，作为目前国内最大
的清水混凝土单体民用建筑， 也是世界上
首个地景式复杂双曲面清水混凝土建筑，
整个美术馆屋盖结构任何一块区域的曲率
均不一致，形态高低起伏类似山体，整座屋
面如同一片银白色的“梯田”，俨然成为融
入都市空间的作品。

回望广州，似乎也有广州 K11 购物艺
术中心、广东时代美术馆、维他命艺术空间
等，但行内都知道，这三所机构似乎很少跟
广州本土的艺术圈发生关联， 后二者更被
形容为艺术界的“空中楼阁”，可望不可及，
而且三者的独立体量、 展览内容均难以跟

上述的美术馆同日而语。
如此看来，广州真正能

够向外地推介的有代表性的美术馆， 包括
建筑设计上有来头、展览内容上有看头、组
织策划上有话题的民营美术馆，尚未出现。

同作为中国的第一梯队城市， 在传
统意义上来说，广州和上海有不少共性，
但在文化艺术的推动上，近十多年，广州
确实少了点什么，回想蔡国强所言的“堪
比世界一流美术馆品质和水准的建筑和
展览空间”，何时会在广州出现呢？

■徐小虎（著名美术理论家）

早期文人画亦即士人画的一个显著
特征，是参与者未受限于设定的主题，事
实上也未受限于特定的风格或技巧。 有
李公麟的白描、 苏轼表兄文同无轮廓线
的“没骨”竹画风格、驸马王诜传说中的
渲染山水风格、 米芾的可能相当无定形
和非线性的水墨渲染风格， 以及苏轼自
己可能比较干但可能同样非线性的风
格，有些有树瘤纠结、枝干扭曲的老树，
与竹、石的画被归于其名下。

东坡运动的主要论点展现为对自发
性的强调、对技巧实验的兴趣、自由挥洒
的精神、风格的多变性，以及对母题神髓
的追求。他们有一项共同的特征，就是全
都瞧不起皇家画院里职业画家的谨慎细
微，避免使用勾勒填彩的技法，以及对追
求形似的蔑视。

从文献记录和现存传称之作中可
以发现，不论在技法还是表现上 ，这些
文人彼此都有所差异，而且除了都喜欢
水墨、纸本胜于设色、绢本外，在当时再
没有能够精确定义所谓“士人画 ”的风
格或图像了。

北宋职业画家所创作的画包括以细
笔勾勒填彩、被称为“工笔”的职业性人
物画与青绿山水。 此时也能看到被称为
“白描”的纯墨色作品的兴起，以及巨幛
式山水伴随着皴法的发展达到精神性艺
术的巅峰。 整体而言， 宫廷绘画显得拘
谨、繁复、注重由细心的写实带来的一种
对大自然的崇拜与爱惜。 水墨画的兴起
标志着在属于士人的时代中， 对线性的
兴趣超越了早先更强调色彩并以设色、
晕染为导向的风格。

新的士人画带来了极为不同的走
向： 现存的文献和传称之作中指出的都

相当简短粗率。苏轼、文同和米芾父子给
人的印象就是相当的非线性。也就是说，
当单纯使用墨色时， 似乎就绝少使用院
画家的皴法，而更依赖于使用湿墨渲染，
或一种较富绘画性态度的干墨。

然而，因为赵孟頫，中国的文人画从
强调自由挥洒和创造的宋代绘画理论，
转向一种明确的学者态度， 将干的线性
笔墨在纸上的潜能爆发出来。 元代的山
水和花鸟文人画在绘画方面打开了一条
通往历史决定论的道路。 笔墨第一次依
照书法的原则来撷取形式。 赵孟頫对后
来中国艺术的影响是： 像董其昌这样的
17 世纪画家和理论家，大都是经由赵孟
頫的评论来了解中国绘画史。 而以充满
生命力的表现自然来抓住天地之能量的
观念，早已随风而逝了。 （据《南画的形
成———中国文人画东传日本初期研究》，
题目为编辑后拟，原文有删减。 ）

■朱良志（著名学者）

刘有定《衍极注》中记载一个故事，
说王献之一次在会稽山遇到一位异人，
披着云霞，从天而降，左手持纸，右手持
笔，赠给献之。献之受而问道：“先生尊姓
大名，从何而来，所奉行的是何等笔法？”
那人答道：“吾象外为宅，不变为姓，常定
为字，其笔迹岂殊吾体邪？”这个“象外为
宅”，很有象征意义。 中国艺术家其实大
都是以象外为宅的。

清恽南田说：“当谓天下为人， 不可
使人疑。惟画理当使人疑，又当使人疑而
得之。 ”这个“疑”真是说得好，艺术就是
要使人有嚼头，有味道，里面有天地。 他
说，他作画，“聊写我胸中萧廖不平之气，
览者当于象外赏之”，就是这个意思。 不
能停留在形式上，对这个形式要生“疑”
心，在“疑”中走向象外之世界。

象外为宅，艺道贵疑。晋代有一位著
名的诗人郭璞，他有诗云：“林无静树，川
无停流。 ”他的朋友、诗人阮孚读了之后
感叹道：“泓峥萧瑟， 实不可言， 每读此
文，辄觉神超形越。 ”朋友的诗，将他的
心灵带到了渺不可知的世界中去了，感
受到超言绝象之美。清代的方士庶说，作
画，要“于天地之外。 别构一种灵奇”。 艺
术之妙， 在具象之外。 他评赵子昂一幅
《秋猕图》：“人自一人，马自一马，有目者
共见之，但其精神充足，溢于笔墨之外，
又焉得见人人而告之。 ”看中国艺术，要
有一双超越形象的眼。

在中国艺术中， 有两个世界： 一是
“可见”的世界，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的画
面、线条、语言形式等方面；一是“未见”
的世界，那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
是作品的艺术形象所隐含的世界。 从广
义的角度看，前者是“象”，后者可以称为

“象外之象”。
中国美学象外之象的学说， 由形神

理论衍生而出，但与形神理论又有不同。
以形写神、 传神写照理论侧重于艺术品
的创造，在艺术创造中斟酌形神二者，以
形为基础，以神为引导，神为主，形为辅。
而象外之象说，则是就艺术鉴赏而言的，
它强调的是在艺术鉴赏中， 审美对象具
有超出于形式之外的意味世界。

中国美学有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含
不尽之意如在言外等等的论述， 象外之
象是象的意义的决定者，是美的本源。有
形的象只是一个引子， 一个使鉴赏者走
入到深深艺术世界的引子。 中国美学重
含蓄蕴藉，重象外之趣。 惟有含蓄，故有
象外之期待；惟有象外之趣，才能使含蓄
而不流于晦涩，深藏而能达到显现。 （据
《中国美学十五讲》，题目为编辑后拟，原
文有删减。 ）

画家笔墨受书法影响从赵孟頫开始

看中国艺术，要有一双超越形象的眼

广州何时能有世界一流的美术馆

■立石丛卉图 （明）唐寅

■武汉琴台美术馆

■天降时雨图 （北宋）米芾（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