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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档案

刘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六、七、
八届理事，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
国家画院艺术委员会委员、秘书长，中
国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化艺术发
展促进会国画院副秘书长，安徽师范
大学兼职教授，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
院客座教授。作品获“第七届全国美
术作品展览”银奖、“纪念建军60周年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佳作奖、鲁迅版画
奖等。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央文史
研究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美术
馆、印度国家美术院等收藏。出版有
《大家典藏·刘建》等画集；作品收录于
《中国美术60年》、《中国现代美术全
集》、《当代中国》（美术卷）、《中国当代
美术：1979－1999》、《中国当代美术
名著欣赏·1979－1999》、《改革开放·
中国美术30年》等。

《百年首钢》中国画 240cm×200cm 2021年 刘 建 作

周韶华（著名画家、中国国家画院院务
委员）：

我对于刘建把建筑艺术的精华转换为水
墨艺术有“凝固音乐”之感而钦佩。还因为
这些作品的形式不仅含有神韵美的意味，而
且能唤起人们尊重古代建筑，实质也是尊重
古代文明的文化精神。

刘建把中国画从一个新的题材领域拓宽
了山水画的样式。这不仅使山水画由内容到
形式的转变，而且是从题材到主题的转换，
拓宽了山水画艺术的视觉灵感源泉，使中国
水墨画走进了多元共生的新天地。

刘建的本体形式语言是在黑白灰的组合
中，把人们带进纯真的大自然去感受结构美
的力量和音响的平衡。他的艺术不是直白，
是暗喻，是幻觉，是生命与诗的交响，是意
念的闪光，是色与光的变奏，是更能接近造
物核心的美的形式。刘建的艺术探索是以全
新的艺术视角和全新的艺术表达，呈现出了
中国山水画的全新境界。

邵大箴（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
员会名誉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刘建的水墨画有自己独特的表现语言，
在表现手法上也有自己的特色，有鲜明的艺
术基调，予人以一种清新的美感。

杨晓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书画
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刘建选择了一个非常难画的题材，他把
建筑画到这种程度，之前没有见过；当下进
行横向的比较，他也非常出色。他有很好的
版画基础，并取得了非凡的成绩。现在，他
以传统笔墨表现新的题材方面已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艺术语言，这个语言所达到的成果可
以向中国、向世界展示。

尼玛泽仁（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

建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如何把建筑
本身的艺术精髓以及它蕴含的历史气息、
文化底蕴“抽”出来，同时又以中国绘画
精神和艺术表达方式展现给观众，至今仍
然是一个新课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刘建
是这一行列的先行者。他凭借自身的学
养、灵气，苦旅、求索、攀登，行万里路
写生，解读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雄伟建
筑，将版画的提炼、西画的精准、中国画
的洒脱融入一炉，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语
言，他的作品把人带进神韵美的意境，唤
起人们对历代文明精神的仰视。

刘建在多样的图式和表现手法上积极探
索、寻求创新，以开放的眼光在多元化的复
合结构中，以全新的方式呈现中国画的视觉
源泉，为今天中国画的发展变革建立了新的
审美价值体系，使中国画表现“精彩世界”
并与之对话、沟通多元文化的共识找到了一
种新的可能。我认为，这给我们中国美术事
业作了很大的贡献，在开拓方面，他是一个
佼佼者。

刘健（中国美术家协会原秘书长）：
艺术美学是有取向的。作为一个艺术

家，刘建有才情同时又非常理智，他对于人
文经典等方面的尊崇，透射着他对自己艺术
价值取向的坚守，包含着他个人有力的、睿
智的思考，大家在看他作品的时候能感受到
他画面的庄严、肃穆，同时还有一种沉郁厚
重，欣赏他的所思所想、他的精湛所在。刘
建对中国画传统形成的一种解读和他自己践
行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于美学和艺
术价值取向的一种选择和坚持。另外用中国
笔墨的叙述方式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画创新
以及未来发展的许许多多的可能性。

刘建在绘画精神上努力追求混沌感，一
种苍凉、苍老的混沌感，所以线条上追求屋
漏痕、锥画沙的感觉。还有一点，基于他以
往在版画、油画的创作经验，他对中国绘画
的虚实和西洋绘画的虚实的确做过一些融
合、比较和尝试，这些是他作品的精妙与高
标所在。我觉得这对中国画特别是对传统绘
画是有所启发的。

张晓凌（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
中外建筑这些原本难以融入中国画语言

系统的景观，在刘建笔下得到了很好的处理，
转变成为一种水墨淋漓的视觉效果，从而很
好地解决了画面的形式语言与表现内容之间
的矛盾，实践了“笔墨当随时代”的命题，进一
步拓展了水墨的语言空间，对于今天中国画
的发展与演进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回顾中国水墨画在 20 世纪的发展历
程，我们有理由相信类似刘建这样的“中西
融合”实验，在新的世纪里，将会有更大的
发展空间，经过历史和时间的考验，成为传
统中新的养分。我相信，刘建将会成为其中
优秀的一分子。

李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探讨西方建筑和水墨画的结合是一个难

题，而刘建的作品拓展了中国画的表现空
间，而且他的画在写实的同时又是写意的，
在难以表现的建筑题材中注入了生命、产生
了节奏，我觉得他的作品对当今中国画里以

笔墨唯笔墨有校正作用，特别在当今中国画
发展的进程当中把大量的建筑入画也是对中
国画题材的扩大。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我认为刘建的建筑题材作品是“凝固的

音乐”和“水墨的诗篇”，他强调的是建筑和
音乐的相通或者类似的地方，他既重视艺术
形式又重视建筑的精神内涵，把节奏感、韵
律感和历史感、沧桑感结合起来了，他丰富
了中国水墨建筑画的表现语言，创造了自己
的一套笔墨的样式，一看和别人画的就不一
样了，有自己的特色。特色在哪呢？在某种
程度来讲，工笔画就相当于格律诗，写意画
就相当于自由诗。他的画就介于格律诗与自
由诗之间，像格律诗一样非常的严谨，同时
又有自由诗的变幻节奏。他的画面节奏感很
强，整个虚实处理、构图给我感觉节奏感非
常的强、非常的自由，与格律诗拘谨的东西
不一样，他的线条就像“刀”刻的一样，还
有他制造的特殊的效果都是一般的传统的水
墨画没有的，就是界画也没有的。再有虚实
处理，他以建筑为主体，传统山水多将建筑
作为山水的点缀、陪衬、背景，而他画面里
少有的山水却作为建筑的陪衬，而且我觉得
他基本上把建筑当成是山水画在画，有那种
崇高感、宏伟的气质。

刘建不仅是开拓了一个外国的建筑画的
题材，而且丰富了中国水墨画的表现语言。
国外的观众对中国的传统山水画不太理解，
尤其是那种程式化的山水他们不欣赏。但是
刘建的作品通过一些外国的建筑把中国核心
的东西、中国的笔墨、中国的写意精神渗透
到了作品当中，可以说以外国观众更容易接
受的形式来传播中国传统，来表现他个人的
情感，我觉得这是中国水墨画走向世界的一
大趋势，刘建给了我们一个新鲜的经验。

尚辉（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
主任、《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刘建的建筑题材作品，实际上是 21 世纪
以来中国画表现国外建筑一个新的发展和新
的飞跃。在表现国外的建筑方面，过去多是
把这些建筑当作山水中的点缀，而把建筑作
为画面主体、完全将建筑本身呈现在画面
上，这不仅仅是对笔墨的一种考量，还是对
画面空间结构重新调整的一种考量。中国画
讲究苍茫感，讲究笔墨的个性和意境。刘建
画这样大体量的建筑，给予我们带来的中国
画的审美品格是一种庄严、肃穆和崇高，甚
至一种神秘感。我认为在中国画语言尤其是
在表现建筑程式语言上，刘建做出了很多有
力的探索。

董小明（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深圳画
院原院长）：

都市化的历史进程，改变了当代中国人
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也使我们的文化艺
术领域、特别是传统的水墨画有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有了变革的机遇。“都市水墨”与

“城市山水画”其实是为水墨画的发展开辟了
一个全新的创作模式，它创造了表现现代都
市的一种新水墨画，在这个过程中成就了一
批锐意创新的画家和有一些开画坛风气之先
的精品力作，刘建正是一位都市水墨艺术进
程当中的一位践行者。他的作品应该说是融
版画、西洋风景和中国山水画多种元素于一
体，通过他的创作打造出了独具一格的现代
水墨，在图式方面、在表现手法方面很多是
创新的，特别是在绘画技巧上面精益求精，
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语言和个人风格。我觉得
刘建的画风非常严谨有序、一丝不苟。他很
淡定，其中也闪烁着画家的智慧和才华。

刘建的绘画技法愈加精湛，内行外行看
了都要赞叹。而且他的有些作品特别可贵地
能显现出他作画风格上的一种洒脱，很多画
面看了之后叫人惊叹。因此，他已经成为都
市水墨领域当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他
的作品情感和理智相融，给观众一种审美愉
悦的同时也会激发我们的思考，这也是他的
作品魅力所在。

水墨的诗篇
——刘建作品“展”

《九曲黄河第一镇·碛口》中国画 180cm×200cm 2020年 刘 建 作

《苍穹同在·佛塔》中国画 180cm×196cm 2018年 刘 建 作

《乡愁》中国画 刘 建 作

《漫步尼罗河》中国画 刘 建 作

《遥望爱琴海》中国画 刘 建 作

《克鲁姆诺夫》中国画 刘 建 作

《米特奥拉》中国画 刘 建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