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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人物 艺术观察

《中华巨龙》中国画 董希源 作

2月 7日至 11日，第二十届墨西
哥当代艺术展 （Zona Maco） 在墨
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成功举办。该展于
2003 年创办，历经短短 20 年，已成
长为世界公认的拉丁美洲规模最庞
大、影响力最广泛的艺术盛会。20
年时间，展会创办的初衷也历经蜕
变：从一开始的向国际推广墨西哥当
代艺术，到成为汇集来自 25 个国家
的展览人的国际当代艺术平台。

墨西哥当代艺术展近年在国际舞
台的崛起在我看来不仅仅标志着墨西
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文化发展领
域所取得的进步，同时也与中国艺术
发展有着息息相关的跨时代性意义。

意义其一，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
艺术舞台的绝对话语权和主导权似乎
在渐渐松动。本次艺术展览中，来自
发展中国家的参展者占据了绝大多
数。这不仅是一个数量上的变化，更
标志着全球艺术视野和评价体系的深
刻转型。特别是墨西哥这样的新兴经
济体，其艺术表现的多元化和深度与
法国、意大利等西方传统艺术强国相
比，丝毫不逊色。这种现象不仅展现
了艺术领域中地域多元性的增强，也
反映了艺术评价标准在我们这个年代
的广泛多样化。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和
文化形式的参与，世界艺术舞台正逐
步从以西方为中心的框架向全球多元
共融的方向发展。这种转变不仅为来
自非西方国家的艺术家提供了更广阔
的展示平台，也为全球观众带来了更
加丰富和多样化的艺术体验。如今，
艺术的评价和欣赏不再局限于某一地
域或某一流派的视角，而是在全球范
围内形成了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和多
元的交流与对话空间。这种形势对于
中国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来说无疑是
一种解放。因为它宣告着一个事实
——想要进入国际艺术视野早已不再
意味着一味靠拢西方审美和传统艺术
学术标准。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什
么样的作品是有能力可以跨越国界
的？这两个问题的决定权会逐渐不再
是西方传统艺术强国独有，而是会随
着全球各地艺术形式的融合与创新，
每一个国家和文化的立场都将在这个
评价体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实
现艺术世界的百家争鸣，各美其美。
中国艺术家今日应该拥有的是大步走
向国际舞台的自信和勇气，不畏惧在
百家争鸣的环境中发出并展现自己独
特的声音，让中国在世界艺术领域中
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新的多元化体系
中的重要一“元”。

这种形势同时也宣告着另一个事
实——“国际”艺术视野的范围不应
再是局限于几个西方传统艺术强国，
而是应当扩展到全球各地。这是非常
值得中国艺术工作者考虑的一个问
题，也是急切需要我们转变思维的一
个全球趋势。不仅是墨西哥当代艺术
展，许许多多的新兴当代艺术市场正
在国际舞台上悄悄崛起：非洲塞内加
尔首都所举办的达喀尔双年展已成为
非洲大陆规模最为庞大的艺术盛会之
一；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所举办的
德拉依耶双年展也是中东地区艺术圈
一大新起之秀，不仅吸引着各个举办
国本国年轻艺术家参与，同时辐射性
影响着整个地区的艺术发展，重新定
义着全球观众对“国际艺术”的理
解。事实上，墨西哥城、塞内加尔的
达喀尔、沙特阿拉伯的德拉依耶只是
众多正在崛起的新兴艺术市场的一部
分。近年来，亚洲、拉丁美洲、中东
和非洲各种规模和形式的艺术展览和
艺术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印度的
孟买双年展、巴西的圣保罗双年展、
阿联酋的迪拜艺术博览会等，都在逐
渐增加各自在国际艺术界的影响力。
这种多元化的发展不仅从审美和学术
标准上挑战着西方长期以来的主导地
位，更是实实在在地从资源分配上重
新塑形着世界艺术格局。这对中国艺
术工作者而言，不仅是一个挑战，更
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它要求中国艺术
工作者拓宽自己的艺术视野，深入研
究和理解不同文化和地区的艺术表达
方式，从而在创作中融入更多元的文
化元素。同时，这也是一个鼓励中国
艺术界积极参与国际艺术交流和合作
的机遇：通过展览、艺术节和各种国
际艺术项目的参与，展示中国艺术的
独特魅力，增强中国在全球艺术中的
影响力。作为文化强国，中国在全球
现代艺术舞台的角色蕴含着巨大潜
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推
行，沿线国家人民以及文化工作者进
一步了解中国的意愿也日益增长，而
现代艺术所具备的广泛媒介，包括绘
画、雕塑、装置艺术、新媒体艺术等
等，都可以有效逾越语言的鸿沟，以
可视化的形态直接呈现现代中国的文

化面貌以及在世界范围带领创新思潮的
能力。

意义其二，现代艺术的题材固化似
乎在慢慢被反思。西方发达国家所产出
的现代艺术不论从主题性上，抑或是从
艺术表达手法上都已经高度趋同：带有
当代政治讽刺色彩的作品在市面上早已
堆积如山；以反应现代生活与现代文化
为目标的流行艺术也充斥着大大小小的
画廊，早已琳琅满目，互相难以区分。
同时，两种作品往往在脱离特定的政
治、社会，及文化环境后便难以立意，
因此难以唤起全球化观众情感上的共
鸣。太多的西方现代艺术，表面看似在
彰显“个人性格”和“独立思想”，实
则被固化思维所困，难以脱离创作时代
背景做出立意上的创新和突破。题材的
限制性似乎正在慢慢成为西方传统发达
国家艺术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难以突破的
瓶颈。现代艺术如何在题材上另寻出路
呢？本次展览中的一些拉丁美洲现代艺
术作品给了我些许启发——扎根于传统
文化，发芽于现代审美。让我印象深刻
的一幅作品出自南美洲的哥伦比亚：这
幅大幅油画作品以加勒比海沿岸地区的
传统民俗舞蹈库姆比亚 （Cumbia） 为
主题，却采用了现代艺术独有的人物造
型手法。艺术家画中的人物形态并非写
实，而是通过夸张人物四肢的圆润形
态，展现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表达。这不
仅体现了艺术家深植于传统文化的根
基，同时也展现了其对现代审美的探索
和创新。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古
典文学、传统绘画、民间艺术到古建筑
和哲学思想，处处都可以是无尽的艺术
灵感来源。在此基础上加以利用现代艺

术的多样化表达方式，如抽象、符号主
义等来重新解读传统主题，不仅可以赋
予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也能够让艺
术作品更加贴近当代全球化观众的审美
习惯。由此可见，中国现代艺术所蕴含
的潜能是巨大的且是未被完全开发的。

曾经，被西方艺术所高高举起的评
判标尺被视为无可动摇的巨石，坚固地
矗立在世界艺术史的长河中。然而，随
着时代的洪流不断冲刷，这些巨石也开
始逐渐被重新塑形。今天，我们目睹的
是一个全新的局面——西方艺术的标尺
并没有消逝，只是正在渐渐融入绚烂多
彩、恣肆成长的世界艺术丛林之中，成
为广博丰富的世界艺术图景的一部分。
正如墨西哥当代艺术展上那幅令人叹为
观止的库姆比亚舞蹈油画，愿中国的艺
术家们也能更频繁地将中国传统与现代
审美的交融呈现给全世界。这不仅是艺
术领域的一场革新，也是我们文化自我
认同的一次深刻觉醒：我们不再渴望于
贴近西方所定义的艺术标尺，而是要让
我们自己的传统在今天的世界里重新焕
发生机，让它们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继续
发声。这一进程中的每个参与者都是先
行者，每一次尝试都是对传统的一次致
敬，对未来的一次勇敢探索。我们的艺
术不应该被局限在已经被定义的框架
内，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生长的过程，
既呈现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也展现出
与全球艺术潮流的互动与同步。未来的
中国艺术，应当是一个在全球多元化背
景下敢于发声、敢于引领的艺术。

中国的文化，亦然。
让我们每一个中国艺术工作者以此

为契机互勉，共赴新征程。

新 征 程
——观墨西哥当代艺术展之我思

罗昊泊

中国画艺术渊远流长，历代名家辈出，经典纷
呈。当代中国画家面临的课题或任务，一方面是如
何继承好传统，特别是对中国画艺术中的精髓进行
深入研究和弘扬，另一方面是如何反映时代的发展
和文化的特征，形成体现时代精神风貌的艺术语言
和风格。董希源在中国画的研究和创作上孜孜以
求，许多年来始终以饱满的热情不懈探索，创作了
大量的作品，在深入研习传统和展现时代精神这两
个方面形成一致的目标。他的作品开门见山，让人
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传统与创新有机统一的风格
面貌。在具体技法和形式语言的探索方面，他通过
长期沉潜苦学，得以把传统山水画、花鸟画的精髓
化为自己的经验，化为自己的表现力。最为重要的
是，他胸怀高远的艺术理想，在我国不断深化的改
革开放的时代格局之中，坚定志向，把自己的艺术
与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新形势联系起来，立志用
自己的画笔丹青写就时代的气象，描绘时代的精神。

中国画的时代发展不仅需要宏观的文化目标，
同时也需要每一个画家在具体的实践上形成自己专攻
的课题。山水画是中国人的自然观的体现，是中国古
代哲学中“天人合一”这种高层次的精神追求的体
现。在山水画中，从来就寄托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
诉求，反映的是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之心，以及艺
术家自己立定于天地之间的情怀，所以，山水画既需
要状物更需要抒情。董希源的山水画就很好地在状物
塑形和抒发自我情怀方面形成有机与内在的结合。

董希源的山水画作品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
一是在精神上向往大山大水的大境界，勇于冲刺大
型山水画创作。他以古人“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学
术方法为楷模，坚持走向自然，深入生活，广泛收
集素材，同时更重要的是置身大自然中去感受体
悟，把感受体悟到的具体丘壑和心灵向往的山水意
境结合起来，升华为山水的精神。他笔下的大山大
水内容充实，气象博大，兼具高远、深远、平远的
结构，寄寓了他对祖国山河的情感，展现出澎湃的
情怀。许多年来，他坚持在这样一种美学的境界上
潜心求索，因此他的作品能够让人看到千山万壑气
势跌宕、流泉飞瀑气韵盎然的情景，让人在这样一
种大山大水的境界面前更多地体察自然山水的丰
富，感悟自然生命的伟岸。

董希源山水的第二个特点是他能够很好地把青
绿工细的传统和水墨写意的传统结合起来。总体而
言，董希源的山水画是偏向工细一体的，在山水造
型上，用足了密集的线条、细腻的笔法和多层次的
色彩渲染，颇有丝丝入扣的语言特征。但是他的工
细体格与传统的工笔山水画、青绿山水画又有所不
同，他是在一个大的山水结构中运用细致入微的语
言，特别是在笔线和用彩方面，在描绘刻画山峦峰
石、松海云涛之时，把握了画面整体的气氛。这种
深度细致的表达背后凸显的是他在当今画坛中独具个
性的山水观。古语有云，“充实之为美”，讲的是美的
境界应该是充实的、丰富的。董希源的山水画在“充
实”这个层面，可以说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因此他的
山水作品，能够给人以远观得其大势、近看赏其细节
的这样一种引人入胜的视觉效果。当然，他也一直注
重工细与写意风格的结合，看上去没有完全的大笔大
墨，但是在大的章法的布局上，如在表达峰峦叠嶂、
流云飞瀑之际，把握住实与虚、密与空之间的节奏，
他很好地吸收了传统写意的精髓，在工细一体中不至
于陷入匠气，而更多的是把工细的语言汇为整体的韵
律，抒发出写意的精神。

在山水画和花鸟画这两个领域，董希源都下了
很大的功夫，他能够把山水和花鸟两个领域的视觉
经验和语言表达融会贯通，淬炼出一种与众不同的
风格。他的花鸟画往往尺幅很大，在经营布局上很
有现代意识，注重形式结构，而且他的许多花鸟画
作品有着类似于山水画的内在结构，也就是说把花
鸟当作山川万物一样来看待，所以他的花鸟造型显
得十分生动，色彩既富丽华美而不失清爽明澈，传
达出花鸟生机勃勃的生命形态。

董希源是一个非常执着于艺术创造的艺术家，
他能够把中国画的当代发展视为自己的责任，能够
把中国画的时代创新作为自己的学术目标，这样他
就有一种不断再出发的动力。他的笔墨经验很丰
富，造型能力非常强，相信他能更多朝向单纯，不
断朝向更高的精神境界迈进。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大
者
恢
宏

小
者
精
微

—
—

简
论
董
希
源
的
艺
术

范
迪
安

董希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
理事、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黄山写生》中国画 董希源 作

《华夏新貌耀寰宇》中国画 董希源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