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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歌》中国画 梁腾 作

《盛世欢歌》 中国画 193cmx245cm 2021年 蒋世国 作

蒋世国，满族，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河北传媒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
河北师范大学当代美术研究所所长、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品古人画能体悟到古人的生活状态：平静、
悠闲、雅致。如乘白云，如抚清风。无论是放浪江
湖，深居山野，还是田园耕种，仿佛他们都生活在
画中，生活在诗里，生活在梦乡……

看今天，欲望在温室膨胀，浮躁在天空弥漫，绿
色的宁静与安闲已成奢侈品。虚拟的网络使人类生
活过于透明，快捷的生活节奏又不知流失了多少该
发生的故事。世界变小，宇宙变小，无情地挤压着人
类神秘的想象与美妙幻觉。每个人都在忙碌着，无
暇“竹林望风月，松涧看闲云”，吃饱后面对着索然
与茫然。随着物质的发达，中国社会及中国人已进
入“养生”阶段，找寻生活的品质已是一个社会大课
题。这也许是我画“美丽生活”系列作品的理由。

我采用象征主义手法把人物与花鸟结合，画
面中的石榴与桃子取之于民间 “多子多福、和
谐共生、健康长寿”之意，一对男女也许是充满情
爱的人间天堂。吸收传统瓷器中粉彩表达，共同
传递一种美好吉祥之气。在题画款中曾所言：“莺
歌燕舞，鸟语花香，和平盛世，繁荣富强，学会生
活，健健康康！”“当代生活真好，有吃有喝又有
玩，天上的神仙又如何呢？”

其实，生活是一门艺术，是一种态度，更是一
种理想……

生活如此美丽
蒋世国

中国画的现代性转型伴随着中国
美学的现代性转型。诚如当代学者所
指出的，中国画的现代性转型总是以
借鉴西方现实主义的改良和面向现实
的变革为主体，而每次变革之后，中国
画的发展又开始回潮，传统画学的绵
延不息似乎向人们昭示其不可变的永
恒性。我们也发现，即便是早年到国外
留学并深受西方美学影响的美学家，
变革之后又都同一地回归到中国传统
美学之中。

从现代美学到传统美学

艺术发展到如今已然进入了一
个全新的时代，艺术体验也逐渐成为
一种大众文化实践。在一些大城市
中，观看展览成为大家不可或缺的业
余生活。我们通过展览，在不断了解
到艺术的历史和文脉的同时，还看到
了一个特殊的现象——中国传统美
学的回归。

传统美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艺
术的自律美学。自律美学就是美只与
形式相关，而与内容无关，艺术只与艺
术相关。自明代中后期，董其昌扬南
宗、抑北宗，从某种意义上说构建了绘
画的中国性。中国绘画在历史上出现
过各种绘画形式、风格和技巧，其中不
乏以模仿自然为能事的观念。经过董
其昌的“正本清源”，这些绘画因为过
于推崇技巧而遭到贬低，取而代之的
是南宗绘画对笔墨趣味和通过文人画
所展现的人生境界的推崇。南宗绘画
意味着绘画中国性的确立，这种中国
性反映出中国美学的自律性。

有意味的是，正如美学家朱光潜
所认为的，西方现代美学与中国传统
美学之间的差异主要是自律美学与他
律美学之间的差异。中国传统美学并
非只有自律性，它还包含着这种他律
性，比如由清中叶至民国的碑学运动
倡导的“崇北碑，抑南帖”，无疑是他律
美学的重要体现，即借助艺术现象来
表达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社会关怀。这
一点，也是当今主题性绘画能够发展
之胜的原因之一。

中国美学发展至今，让我们认识
到中国艺术特有的包容性，中国绘画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展现出
当代具有新中国特色的美学，也渐渐
体现出从西方现代美学到中国传统美
学的回归，这种回归反映在自律和他
律的共存之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
国绘画发展的两个路子：一是关心社
会民生、“寓意于物”（苏东坡）的主题
性绘画；二是持有超然态度、“涤除玄
鉴”（老子）的表达自我的绘画。

传统美学的社会职能

诚然，我们所看到的持有超然态
度、“涤除玄鉴”的表达自我的绘画，正
是中国画所表达的“天地之外，别构一
种灵奇”，以及传统美学所认为的——
给我们的世界之外建构一个意象世
界，这个意象世界所展现出的“情”

“景”融合。而另一种他律美学影响下

的“主题性创作”，它无疑反映了社会整
体的创作倾向，其功用即是古人所说的

“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职能。
回顾20世纪的主题绘画创作，抗战

和时代建设的历练让美学家形成了一种
文化觉悟，同时也激发了画家改造旧文
艺、带动中国新传统的建设，破解了“为
艺术而艺术”的单一审美，并成就了一系
列经典作品。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画在发
展过程中，“新农村建设”“港澳回归”“奥
运体育”“抗震救灾”等等题材纷纷成为
艺术创作的主要内容，主题性创作也在
多元化的世界中以主流的态势，应运了
时代之变所反映出的历史的进步。以此
为基，也产生了不少坚守民族传统绘画
独有性格、彰显这个时代的艺术精神的
艺术作品。

美学家、画家丰子恺曾预测：“今后
世界的艺术，显然是趋向着’大众艺术’
之路。”而大众绘画的重要条件是“明显”
和“易解”，他认为，西洋绘画如实的表现
易解而欠明显，东方绘画奇特的表现明
显而欠易解，所以大众艺术能够将鉴赏
的范围最大化。这种“大众艺术”在丰子
恺看来即是“新写实主义”，无疑他的前
瞻性在如今也得到了印证——中国画的
写“实”趋向。

从美学角度来看，中国画观念的转
变必然受到美学观念影响。实际上，中国
画的写实早在宋代便已达到高峰，不论
是人物肖像还是山水花鸟，在审美追求
上也力追写实。对于宋代画家来说，重自
然、师造化的理学思想使之将中国画的
写实性推向顶峰，让绘画成为表现生活
的方式，而不仅仅是艺术。至元代，超脱
尘俗的“逸”气思想的转变，和赵孟頫复
古主义的助推，最终形成了明清以文人
画为审美追求的意识。

中国美学在百年发展之中经历现代
美学的影响，又回归到传统美学，对于中
国绘画来说，重新审视传统美学能够重
建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美学体系。相信，
在新时代文化自信的语境下深研中国画
中的美学传统，一定能够向世界展现“真
实”的中国文化之美！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
文史研究馆书画院课题研究员、澳门城
市大学博士）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源自西方，20世纪初传入中国。
在历经一个世纪后，中国现代美学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美
学原理，融合东西，逐渐形成当代具有新中国特色的中国
美学。在中国画美学传统中，对儒释道美学思想的诠释是

过往中国美学传统的主流。儒家的“仁”，释家的“空”，道家
的“道”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百年来，随着美学在
中国的发展，让西方现代美学积极参与到新的中国美学格
局的建构之中，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绘画的创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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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歌笙歌》》中国画中国画 梁腾梁腾 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