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如琢，著名书画家、鉴
藏家。幼拜师郑诵先习字，长
投李苦禅门下学画。曾执教于
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始涉
足书画、收藏、鉴赏等领域。工
花鸟、四季山水、书法，尤擅指
墨。代表作品有：《荷风盛世》

《和平颂》《千山飞雪图》《丹枫
白雪》等。近年出版著作有：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崔如
琢》《世界名画家全集·崔如
琢》《崔如琢大写意花鸟集》

《崔如琢山水画集》《荷风盛世
创作纪实》《崔如琢谈艺录》

《崔如琢大观》等。其书画作品
在国际展览中屡获艺术成就
奖，并被联合国及亚、欧、美几
十所博物馆、美术馆、高等学
府等广泛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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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如琢

编者的话：

中国画是中国传统绘画
形 式 ，有 着 悠 久 的 历 史 。与
西方油画侧重科学思想、重
写实不同，中国画侧重哲学
思 想 、重 写 意 ，中 国 画 所 传
达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
境 界 、一 种 哲 学 意 蕴 。崔 如
琢先生作为李苦禅先生的入
室弟子，其画朴茂厚重苍中
见 湿 ，大 气 磅 礴 大 巧 若 拙 ，
收放自如。在几十年的艺术
生 涯 中 ，他 胸 怀 祖 国 ，为 发
展中国书画艺术、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
本期讲坛是崔如琢先生近期
在 中 国 版 权 协 会“ 远 集 坊 ”
上的演讲内容。

主讲人简介：

中国画，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主讲人：崔如琢

■

把中国艺术带到世界

10年前，我曾谈到对未来的设
想。照古人的教育方法，每个艺术家
都应该有一种梦想，那就是艺术要超
越历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管能
不能超越，要有这种梦想，而且为之
努力是必须的，这就是作为艺术家的
梦想。

当时我还谈到，第二个梦想就是
在未来 10 年，在国际艺术品市场
上，中国要超越西方。其实市场定
位、价格定位，都是从一个方面反映
人们对艺术的重视程度。中国是五千
年文明古国，如果中国的艺术品在这
方面不如近代西方的一些作品，实际

上是个很奇怪的现象。艺术品不只是
在博物馆里陈列起来，也不要单纯地
把艺术品的价格当成一个市场价格，
在市场上有一个价值定位也是非常重
要的。我认为，不管是艺术家、收藏
家，还是普通人，都应该有这种意
识。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
式——绘画，我学习和实践了多年。
越学习，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大
师们产生敬畏。从赵之谦、虚谷、任
伯年，到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
傅抱石、李苦禅、石鲁……他们对中
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到今天，起到了重

大的推动作用。
提到这些大师，说到中国画，人

们往往就想到传统。传统的生命力体
现在哪里呢？我认为就体现在创新和
发展上。只有不断延续和发展，传统
才有生命力。明末清初画家石涛讲，
笔墨当随时代。艺术，一定是跟着时
代走的，时代变了，人的思维就变
了；生活的环境变了，人的感觉也变
了，所以不同时代给艺术家的要求和
冲击是不一样的。艺术不能重复传
统，必然要有所创新。所以每个艺术
家一定要不断进取，跟上时代步伐，
这就要求每位画家既要向优秀传统学

习，又不能死守传统，要在继承和发展
的道路上，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新的艺
术品质。

以指墨艺术为例。指墨艺术，是唐
代张璪提出的相关理论，明代吴伟曾有
零星作品，由清代高其佩、高凤翰有所
发展并留下较多作品，近现代著名画家
潘天寿把指墨艺术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
度。进入21世纪，我也把指墨画作为
艺术的突破口。我从十几岁就喜欢潘老
的指墨画，但学起来深感其难，便作罢
了。至60岁后我发现，先贤们几乎将
中国画所有的路都走遍了，再想出新，
已无缝隙。经过苦苦思索，我认定在指

墨画这个领域尚有路可走，就以20年
之力，在指墨山水、花鸟、书法、人物
上做了艰苦探索。潘天寿的指墨和“二
高”不一样，“二高”只是拿手指来
画，叫指头画。潘天寿则是由指到掌、
到关节，所以他的指墨，就是把一只手
的艺术发挥到极致。因此，我决意在指
墨方面进行新艺术形式的探索，不仅创
作了一系列指墨花鸟作品，还着重在指
墨山水、指墨积墨山水、指墨书法等多
个方向拓展。我深深理解前人勇于迈进
的心情与使命感。为了使自身保有活
力、自足性和先见性，中国水墨绘画必
须为艺术家提供自由创作、发展的可
能。“指墨”对于我的职业生涯尤为重
要，这一创作手法体现在了诸多重要作
品中，这其中包括我在圣彼得堡展出的
《瑞雪丹枫溪山无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
史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让中华
儿女为之振奋，文化艺术领域空前繁荣
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我
理解，中国梦的魂就是中国文化，就是
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从商周的青铜
器到北魏北齐的石雕，再到唐代以后的
书画、瓷器玉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
中国艺术已经展现在世界面前。我们当
代艺术家也不落后，逐渐赶上。而作为
艺术家，我一直坚信，我的“梦”也会
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强大而不断实现。

讲 坛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辉煌灿烂，对
世界历史影响巨大。然而，近百年来，
中华民族曾遭遇西方列强军事、政治、
经济、文化全方位的侵略，中国书画艺
术也受到了严重冲击。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辉煌成就，中国传
统书画艺术也空前繁荣。我曾有过这
样一个经历。

2016 年，我分别在俄罗斯圣彼
得堡和莫斯科举办了两场“太璞如琢
——崔如琢艺术俄罗斯巡展”。开展
之前，我的助理到俄罗斯后，经时任驻
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李辉的介
绍，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油画、雕塑
和建筑艺术研究学院（即列宾美术学
院）院长谢苗·米哈伊洛夫斯基取得联
系。米院长当时说，你们中国画家的展
览基本上都是在莫斯科大使馆的文化
厅展览，因为你们的画太小，我们的博
物馆太大。他还说，他们展厅的展位很
贵，问我们是否考虑来展。我的助理
说，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已今非昔比，
而且要在此展览的画家的作品正在北
京故宫博物院进行展览。米院长听后

很吃惊，说俄罗斯的当代艺术家尚不
能在冬宫进行展览。

待米院长来京后，我们便带他
到故宫博物院参观。他看完后很激
动也很感慨，他没有想到中国的故
宫可以这么包容、开放，中国的艺术
家这么有思想有气魄。第二天晚上，
我邀请他共进晚餐。我拿出一部分
我的画作和收藏给他看，他很是满
足。后来他提出来，能不能每年都邀
请他到中国来走走看看。我当然同
意。他看了故宫的展览后说，我有个

新的决定，就是欢迎你到俄罗斯来
开展览，不管是圣彼得堡，还是莫斯
科，博物馆展厅的展位完全免费。之
后在俄罗斯的展览很顺利，每站的
展期是3周，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书
画艺术。

其实，中俄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源
远流长。上世纪30年代起，现代美术
交流逐渐增加，如1934年艺术大师
徐悲鸿先生就曾将中国近现代书画
作品带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展览，但
当时徐先生带去的作品只是中国书

画作品的一部分。
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两国美术交流

形成高潮，之后因为多种因素曾长期中
断。改革开放后，中俄两国的美术交流逐
渐恢复和增加，近年日趋活跃。此前在俄
罗斯举办的大多是中国艺术家的群展，
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个别小型
个展并侧重油画、当代艺术，而中国水墨
艺术走入俄罗斯展出还是相对较少。我
的这次俄罗斯展览，也是俄罗斯主流文
化机构第一次邀请中国艺术家举办较大
规模的书画个人展。俄罗斯公众对中国

当代书画艺术开始有了一个新体验和新
认识。

这次俄罗斯展览说明中国文化、中
国艺术的魅力、影响力越来越受到俄罗
斯和国际社会的重视。我一直认为，文
化是我们民族的优势，中华文化灿烂而
光辉，中国艺术源远流长，在当代，我们
要有更大的自信把中国最好的艺术创
作展示到国际上，只有文化的自信、文
化软实力的强大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
复兴，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

中国画应该有浓郁的中国风格

1939年，在潘天寿积极提议并
坚持下，杭州国立艺专绘画系中、
西分科，中国画专业由潘天寿主
持，举起国画革新的旗帜。他认
为，东方和西方的绘画是两个体系
的，如两座大山。这二者之间，可
以互相取其所长，但不能随便吸
收。否则，不但不能增加两峰的高
度与阔度，反而可能减去各自的高
度与阔度，将两峰拉平。中国绘画
应该有中国独特的民族风格，中国
绘画如果画得和西洋画差不多，无
异于中国绘画的自我取消。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画的发展
经历了西方艺术的冲击，道路坎
坷，对中国画如何定位，成为一个
多世纪以来的重要艺术课题。

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展览时，我和
米院长曾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我
问：“俄罗斯的艺术从哪里来？”他
说：“俄罗斯的油画来自西欧。”我又
问：“那如何给你们的油画艺术进行
定位？”他很诚实，说：“俄罗斯的油
画和西欧的油画不能相提并论。在欧
洲艺术品市场上，俄罗斯油画的价格
很低。”

这让我想到，就当前来看，齐
白石、徐悲鸿、李可染、李苦禅、
张大千等美术大家，其主要成就还
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取得的。新中
国成立之后，我们虽然培养了很多
艺术院校的毕业生，但能够代表民
族艺术高度的艺术家还比较少。在
中国艺术品市场上，已故艺术大师
们的作品依然有着很高的市场价
值，而每年毕业的美术学院优秀的
获奖学生的作品在艺术品市场上少
有问津，更少有人收藏。我想，中
国画如何更好地发展，这个问题是
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的。

我们谈艺术的中西合璧，我认为
拙劣的中西合璧如同“转基因”。在
《崔如琢谈艺录》一书中，我提到一
个很重要的观点：什么是传统？传统
就像人的遗传基因，基因是不好改变
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拒绝营养，不拒
绝营养，就可以在不改变基因的基础
上壮大自己的基因。

拿书法艺术来说。在西方，书法
不是艺术；而在中国，只有书法艺术
基本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从商
周青铜器的铭文、金文，到后来的大

篆、小篆、隶书、楷书、章草，拥有
3000多年历史的文字都传世下来而
没有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中国书法
的伟大就在于此。但是中国书法也要
向前发展，于是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够
走出一条既继承传统又有所创新的道
路，就研究出了指墨书法。我写的指
墨章草、指墨篆书和历史上是不一样
的，尤其是篆书，我把小篆、大篆、
金文、隶书结合在一起，写成一种新
的篆法。中华民族艺术具有自身的特
性，即使创新，也是在传统的基础
上，如果脱离传统或中西合璧，那就
失去了这一艺术的特性，就更别提定
位问题了。

有一次，一位凤凰卫视主持人
问我：“你的艺术什么时候得到西方
承认的？”我笑说：“我是中国艺术
家，中国的艺术应该我们自己去定
位。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为其定
位，怎么拿到西方去交流？”他笑了
笑，说你这个回答非常好。我一直
认为，这是每个艺术家的责任。我
们不仅要尊重自己的文化艺术，还
要对自己的文化艺术心存敬畏，这
样才会获得尊重。我几乎走遍全世

界的博物馆，无论是法国罗浮宫，还
是大英博物馆，抑或美国大都会博物
馆，包括欧洲的德国、奥地利、意大
利以及日本等国家的博物馆，没有一

个博物馆没有收藏中国的文物，特别
是中国青铜器、瓷器等，遍布全世
界。可见，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在国际
上影响是非常大的。

■

一位艺术家的“中国梦”

▲崔如琢在作画

▲崔如琢作品《荷风盛世》

▲崔如琢作品《葳蕤雪意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