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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是我们云南画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绘画艺术 

中的形物，没有不是来自于自然的印象，反映自然生命的。尤其以画家自己从生活中、从 

自然中直接感受到的形象可贵。所以我们说，创新，必须是源于生活的创新。继承与创 

新，是相互依存而又相互排斥的-x,／矛盾。继承，是承古人之心，而不是师古人之迹。承 

古人之心，就是研究历代大师的步履，领悟其艺术形成的诸多因素，深究其艺术思想和艺 

术技巧形成的心路历程，仿其创新精神。 

云南 中国画 创新 

云之南独特的山川、奇花异鸟、民族风情，正是 

绘画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这样一块得天独厚的土地 

之上，师法自然，对我们来说是近水楼台。老一辈的 

画家如袁晓岑先生——以云南特有的孔雀等人手， 

形成自己的风格；当代著名画家王晋元先生——以 

云南特有的热带植物景观和滇西北高山植物景观人 

手，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绘画风格。他们就是师法 自 

然的成功典范。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引起广大云南中 

国画家们的重视，看着外省画家源源不断地涌来云 

南写生，我以为，现在到了该大声疾呼的时候了。 

云南的中国画，有得天独厚的一面，那就是我们 

这块丰富多彩的土地，有先天不足的一面，那就是我 

们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积淀薄弱。好在我们已经进入 

到了信息时代，要借鉴古人的东西，要看到当今大师 

作品的风貌都己不是难事，制约我们发展和创新的 

仍然是观念问题。绘画艺术的创新在于观念的更 

新。学中国画当从传统人手，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然而许多人学传统便被传统俘虏而不能自拔；～些 

人不从传统入手，而从抽象或形式入手，却感觉无论 

怎么画，都显得底蕴不足。 

画家绘画，总要有一形象原型，或是从继承而 

来，或是自己去寻找。我们提倡 自己去找，从生活 

中，从大自然中。有人说他是闭上眼睛，什么也不 

看 、不想，靠下意识来画画，我认为，这是不成立的。 

绘画艺术中的形物，没有不是来自于自然的印象，反 

映自然生命的。只要他是一个建全的人，那么，他的 

下意识所反映的东西，或多或少总是带有他过去视 

觉的经验、经历和映象，没有真正意义的无意识、下 

意识。相对的下意识，是受到人的主观意识的潜在 

操纵的。只有那些先天的盲人，在没有触摸任何物 

品情况下的下意识，才是真正的下意识。因为他们 

没有视觉的经历，也没有触摸物品的经历。世界上 

无绝对的离象之外象，离有之无，离实之虚，就是说 

没有完全与直接感触之象绝缘的“无形之象”的存 

在，没有完全离开感觉而独立 自生的超感觉，这是不 

可能，也是不存在的。象之再远，终是其之余；昧之 

再不尽，亦不过其之尾，犹如血肉相连。虚实、有无、 

象内象外、画尽意不尽，它们之间若即若离，似有似 

无，既虚又实，在离即之间、有无之中、虚实之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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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渗、相融、相补。无形之象，是相对有形之象而 

言，是有形之象的象外之象，是由情感、心境而生的 

意象。从有形之象到无形之象的认识，是意境发展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没有有形之象就没有无形 

之象，无形之象是情感的升华，是天人合一的再现。 

只有绘画观念的更新，才会带来绘画技法的变 

革 

从古到今，凡艺术变革者，如只是技法上的变 

革，反映在绘画中则仅仅是画面形式的小变，而当审 

美观念亦随之改变，则从形式到技法皆须服从于新 

观念产生变革，于是大的流派、新的艺术形式亦随之 

产生。 

只有绘画观念的更新，才会带来绘画艺术形式 

的创新 

创新，必须是源于生活的创新。艺术来源于生 

活，而生活带给画家原始的直觉感，这种直觉感正是 

艺术创作丰富的源泉。不断地在生活中寻求新的美 

的东西，才能激发起最强烈的情感和审美感受，启发 

并感受到生活与我胸中原有的艺术形象的不同，从 

中度出新意。同时也将激发你冲破原有的技法、程 

式，开拓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富有艺术个性的形式、 

技法。然画新的题材，新的内容，亦是促发观念变革 

的契机，一种全新的事物，会给人予不同一般的感 

受，迫使你在表现它时极尽所能，甚而摒弃传统技 

法，而创新法以应新的命题，触发艺术观之突变或渐 

变，从而达到创新之目的。当然，观念之变革，还需 

有学识的支撑，没有渊博的学识，艺术观的转变往往 

也是浅薄的。 

创新，有两种途径。一是摒弃本国的文化渊源， 

引进全新的舶来艺术观念、技法、形式。只仅仅保留 

作画的工具，以为只要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作画，就应 

该算是中国画。二是继承民族传统不但包括绘画的 

精髓，还包括民族的气质、审美情趣和中国画的特 

点，如：重意境、求神似、泛时空等审美观及笔墨与心 

态同时构筑形成作品。重意境，在某种意义上说，就 

是重虚实。虚实结合是气之形，气是虚实之魂。虚 

与实结合而生气，气韵生动者为尚。孟子说“⋯⋯充 

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 

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①即是说：虚实之中，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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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不是虚实并重，是由实发展到神妙的意境——虚 

不等于空，不是一无所有。 

继承与创造，是相互依存而又相互排斥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绘画艺 

术的创新就是要你远离旧有的法则，创造新的法则， 

越创新你就越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然而这种 

“新”的建立又必须是在承古的基础上，没有旧就无 

所谓新，新和旧是相互依存而又相互排斥的。在绘 

画艺术中，继承传统应该说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因 

为真正的继承必须是不露痕迹的继承，不论是表现 

语言还是审美思想。强调师承关系便是一种倒退， 

是学生在做无用之工。师承的后果不但是淹没了老 

师的艺术创造性，同时也埋没了学生的自立能力。 

真正的现代艺术家，应该跳出狭隘而封闭的境地，抛 

弃这种浅陋的思想意识，打开自己所有的感官窗户， 

多方接纳各种各样的艺术观念。艺术贵在创造，而 

不是模仿。要创造，就要用自己的慧眼观察世界，用 

自己的心智感悟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世界，用自 

己的艺术方式把握世界。一个艺术家只有真正确立 

自我，并为自我表现的最终 目标和最高境界而不断 

奋斗，才能创造出不同一般的作品，在画坛有一立足 

之地。 

绘画艺术观念之更新，在于传统基础上的变革 

脱离传统，就谈不上创新。在绘画艺术上，我主 

张学前人的笔墨走 自己的路。学古人而不泥于古 

人。学古人而不能自拔，则无我之存在。从发挥画 

家的个性，形成画家自我风格的意义上讲，师古人者 

死；前人的技法、经验往往会成为束缚 自我的桎梏。 

只有从古人的程式中杀出来，才会脱颖而出。在继 

承中创新，就是追求一种自我意识的表现，反叛的体 

验。自我表现在艺术中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艺 

术家而言，偏爱和偏见常是对生活体验的印象、对挑 

战的反应，艺术家个人的偏爱和偏见以及个性没有 

必要去克服，相反，越是主观，越有个性，他的艺术作 

品就可能越有艺术价值。艺术，一方面强调天人合 
一

，物我合一；另一方面又总是企图改变生活，它决 

不简单地接受生活或被动地屈服于生活。“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即是人与客观对象保持高度统一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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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古出新，就是借古开今 

没有古，就无所谓今，今是就古而言，没有借古 

也就无法开今。出新就是画家在继承、借鉴古代画 

家的经验基础上进行 自己的新的创造，包括继承借 

鉴已有的法则并发现、创造新的法则。新旧，乃对立 

而又统一的矛盾，无旧，则新无从出。故推翻陈旧， 

目的是出新。新，必须从陈旧、传统中推动、锻炼、萌 

芽而出，必须先继承，再出新。倘若仅仅只是继承， 

并止于继承，则将无所进步。没有进步，继承又有何 

意义呢?倘若完全摒弃传统，代代如此，又何来今日 

之文明，恐怕我们现在仍然生活于食草根树皮、茹毛 

饮血之原始时代，可见传统之重要和可贵弥珍。天 

下万物有常必有变，有变必有常，这是一对互相可以 

逆转的矛盾。常，承也；变，革也。继承容易而变革 

难，然而常从非常来，变革从常起，从常生，无常就无 

所谓变革。所以，一个画家要想变革，要想非常，首 

先必须懂得常，从常做起。对要变的东西，要革的东 

西，首先要了解，要掌握之后才谈得上变革。 

画家学画作画，在继承与创新两方面是矛盾而 

又统一的 

从继承的角度而言，是要用极大的精力和心血 

打进传统中去，挖掘精神粮食和技巧技法，捕捉大师 

们的闪光点，研究其艺术发展的步履，探索其审美思 

想形成的心迹，领悟其形式建立的诸多因素，深谙其 

艺术闪光之精神所在，追索其艺术表现手段的来龙 

去脉，苦心研究，必有所获。从创新的角度而言，又 

要用百倍的精力和勇气从传统中打出来，师古人创 

新之心，仿古人创新之迹，从审美观念中、从生活中、 

从自然中寻觅创新之契机。对老祖宗的东西既要继 

承又要远离，继承是为了发展或者说更远的远离，远 

离是为了更好的继承。因为中国画的传统是创造精 

神的传统，是创新精神的传统，如果现代的画家只是 

继承了老祖宗的表面形式或者说是皮毛，而不去继 

承其勇于创新的精神思想之传统，实际上等于丢弃 

了传统。 

创新，必须是师古人之心，而不是师古人之迹 

师古人之心，就是研究历代每个艺术大师的步 

履，领悟其艺术形成的诸多因素，深究其艺术思想和 

艺术技巧形成的心路历程，对其精神思想、心路历程 

顶礼膜拜，仿其创新精神，仿其创新心迹，呕心沥血， 

梦寐以求，师古人开拓之精神以开拓自己的领地，必 

将在历代大师们的恩赐之下有所得，有所获。所谓 

不师古人之迹，就是对历代大师们创造的浩若烟海 

的中国画传统的形式、形迹，只研究，少仿效，对前人 

的形式，形迹如果一味地模仿，不加思索地接受，就 

会被淹没在前人的既成形式之中，而无我之存在。 

任何一个有志于中国画创作的画家，在浩若烟海的 

中国画传统面前，不是却步不前，而是以各 自的慧 

眼，另辟蹊径，攀登新的艺术高峰。不师古人之迹， 

不是一点不学，一点不要。技法、技巧是要认真学 

习、全部继承的。这就像作家学文字一样，这是基 

础，基本功。学习绘画的技法、技巧，是为了建盖自 

己的高楼大厦。建构自己的高楼大厦，开拓 自己的 

艺术领地的关键有二，一是立足与众不同，发掘与众 

不同的观察能力，启迪与众不同的心灵感应，着眼与 

众不同的领域，使用与众不同的形式语言。二是立 

足自己最热爱，感情最深厚的题材，投入全部的精 

力、心血和生命，呕心沥血，荣辱与共。画家在这片 

沃土上勤耕不觉其苦，勤学不觉其乏，自会茁壮成 

长，开掘出适合自己艺术发展的生存条件，进而枝盛 

叶茂，顶天立地，自成一家。 

艺术必须去创造。纵横观之，就工笔而言，在用 

线及渲染、章法与结构上，各家各派，师法前人很难 

突破。然天地之大，自然造化之变幻莫测，又怎是笔 

墨能描绘尽的。所以我认为，学习传统，要学古人之 

精深画论、画理，学古人之笔墨技法去表现大自然之 

万千变化，不可一味求古人之形迹。美的法则源于 

自然，并非杜撰。所以我们应随时感悟自然，体察自 

然，从自然中吸取营养，从自然中启发灵感。 

注 释： 

①转引自《四书评》明·李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第294页。 

(编 辑 于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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