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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画家最重要的是不断逃离舒适

区，给自己制造出本领域的一次次的创新

目标，并在本领域中完成一次次的突破。

显然，张宁就是这样一位在水彩领域中不

断突围，不断创新的艺术家。最初见到张

宁的作品是从他五年一届的第十届全国美

展入选的《老船》开始的。2014年在展厅见

到他的《老船》时，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我

不可想象可以用水彩材料表达出如此的厚

重，结实，充满了冲击力的作品。《老船》把

水彩画的表现力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并

在水彩材料原有的透明与水的流动中增强

了色彩的微妙和肌理的丰富，从而增加了

造型中的塑造力度，和形体的体量感。

再后来，《海之子》的创作中，又把水彩

画领域比较薄弱的大型人物创作进行了突

破，六个动态的人物的比例和真人一样大，

而且人物的造型和人体的塑造上完成了一

次在色彩和体积塑造上的微妙和充实的表

达，在色彩上拉长了水彩画材料在色阶上的

广度，在造型上完成了形体转折的过渡微妙

的变化。再到后来的《儿时的记忆》与《苍穹

的守望》在水彩画领域当中加强了当代性语

言的观念性突破，在现代艺术的脉络中寻找

到灵感，把抽象符号的抽离感与东方美学中

的意境作为图像观念体现在了作品中。

张宁的作品《老船》、《海之子》、《儿时

的记忆》和《苍穹的守望》在水彩艺术上能

够连续四次入选难度极高的全国级展览，

并非偶然。因为他始终在水彩画领域保持

着旺盛的创造力，并完成了一次次的突破

和创新，他是一位典型的创新型水彩画家。

每一个处于转变过程中的艺术家都值

得给予格外关注，他们为何从前一个范式出

走，又如何勇敢、不安、矛盾地寻找新的方

向，这里的翻江倒海总让人充满好奇。四十

不惑之年，张宁在2015年至2021年又做出

了引人瞩目的风格转变。在《沪沽湖写生系

列》和《西藏巴松措写生系列》以“写生”为

名，但是画面远比优雅的风景画和厚重的具

象造型更远离正常视觉中的自然景观，这个

矛盾让我感到好奇。在创作这些作品的同

时，他也在笔记中引述一系列语词和观念表

达自己的变革之心，他最近写的一些艺术感

言中常常提及康德、海德格尔、克莱夫·贝尔、

塞尚等等关于思想、情感、形式、意象、抽象等

等的论述，他对于绘画、艺术的来源、在社会中

的定位以及可能性有了新的认知，显示他的

思考和创作在同步进行范式转换，从一种“技

术性思考”发展为更为深刻的“观念思考”。更

为准确一点形容，他的改变堪称从“水彩画家”

和“风景画家”到“当代艺术家”的转变。

幸运的是，在描绘形象与表达心象、在具

象与抽象之间，他对于可辨认的形体，对于绘

画的机理，并没有走向一种干巴巴的、嫁接复

制似的“策略艺术”和“图像操作“。比如张宁

的作品《时间的树系列》就是这一时期具有代

表性作品。这或许和滋养他的“抒情传统”有

关：这首先是因为艺术家本人富有激情，对自

然有真正的挚爱，比起照相机，他对个人的

记忆，现场绘制的手稿更为亲近和信任。

在更大的层面，张宁从原来范式的出

走是双重的，不仅仅是从“风景抒情绘画”

向“意象-抽象绘画”的风格转变，也是从

“水彩画家”向“当代艺术家”的志业转变，

他对新的观念、材料、图式、笔墨都呈现出

全新的开放态度。如作品《透视-3》充分体

现了他做出了生命意志涵义上的决断，投

入全部身心调整自己与环境、艺术的关系

并进行新的交互，重新融汇各种经验、观

念、笔触动作来进行创作。

在众多对“意象-抽象的绘画“所形成

的解释和演化的评论中，梅洛·庞蒂（Mer-

leau Ponty）的知觉现象学理论或许能成为

阐明“意象-抽象”艺术价值的突破。他认

为观看不是观者从旁观者的角度去俯视空

间从而确定物体所在的位置，而是包含着

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我们可以直接感知到

周围世界。“意象-抽象”的目的是制造一个

情境，与观者互动，使心灵的感知成为新的

艺术接受方式。观者通过身体的感知和游

走，才能真实体验每一处空间，发现各种形

状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在体验中完成自我

融合的心灵共鸣，从而使作品真正意义上

的完成。以知觉现象学为连接，观者可以

更自在的接近艺术家的意图，在艺术品中

去完善某种自我感知。张宁的风格受到了

抽象表现主义、极简主义艺术的影响，他着

重于完成激情的自然型和理性的几何型的

和谐与统一，并作为图像媒介，引导观者的

感知，使观者进入一种冥想状态。使观者

在激情与理性的交织中，把原先思索的、压

抑的情绪释放了出来，似乎是一种被束缚

已久的“心灵”，因空间的虚实转换，得到突

然的净化与沉淀。

在水彩画作中，张宁运用各种不同形式

的光线明暗、光影大小能够完美地表现人与

物之间的距离或者物与物之间的距离，特别

是用自然形和几何形的光斑来表现，视域被

延伸至无限远，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束光、一

片色彩，我们身处的地方也不再是一个具象

的空间，而是被剥去一切外在束缚，遁入冥想

状态的精神世界。光线的虚实变化、数量多

少都可以烘托不一样的氛围，色彩被光赋予

了生命与情感。通过对光线的灵活运用，可

烘托出光线稀薄、朦胧，光线明快、踏实等各

种不同的视觉感受。全部感官都以放松的状

态置于张宁营造的光的空间里，并跟随光的

指引走向自己的内心，在一片安宁中暂时卸

下外在世界对身心的束缚，豁然开朗。

在水彩画中，朦胧的色彩，虚实相结合

的处理方式，表现水彩画的轻盈，透明的意

境。其中，光的介入使得画面的形式内容

都得到了统一，更能让观赏者有身临其境

之感，张宁的作品强调减少制作的工序，减

少色彩、形状、线条、肌理的数量，艺术家个

人技法的体现越来越少，或是被隐藏，这样

使作品的意义在于观者所赋予它的意义，

无形中扩展了作品表达的“疆域”。如作品

《叶》。他的作品中的光还存在一种对超验

的连续追问，如作品《普照-2》中，存在一种

启示、治愈和灵魂的救赎，用张宁自己的话

说，艺术可以成为摆脱肉眼表象世界的束

缚和完成对超验的连续追问的实践路径；

艺术同时可以成为寻找灵魂归宿的入口；

艺术可以让精神从世俗中，从生物学意义

上拔出，进入高维度的思维秩序。

21世纪的艺术生态给予了各种绘画类

型更大更自由的发展空间，之前单向度的审

美等级体制日趋解体，全球化和互联网带来

了知识、材料、技术、趣味、资本的全球流动

和资源重整，每一个艺术家都可以同时使用

油彩、丙烯、水彩、水墨、现成品、数字影像等

媒材针对多种需求、文化趣味去进行针对跨

地域乃至跨文化的观众进行创作，也可以调

动更多的知识和经济资源，可以不受既有的

“传统典范”的限制去探索更多元的技术和

材料、更丰富的主题和方向，正因为如此，处

在范式转换途中拓进的张宁值得给予更重

大的期待。 （记者:唐永明）

张宁:一位在水彩画领域不断逃离舒适区的勇者

1976 年生于青岛，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山东省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委员。

2010年毕业于青岛大学美术学院水彩

专业研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

参展经历：

2022 年参加第十届上海 ART021 艺术

博览会（上海·中国）；2021年艺术北京个人

画展《灵觉·被启示》（北京·中国）2019 年

《东 方 既 白—— 新 东 方 主 义 夏 季 联 展》

（MEBOSPACE 美 博 & 艺 文 立 方 AC

CUBE）；2019 年“中国艺术家邀请展”（罗

韦托·意大利）；2019年 艺术厦门（厦门·中

国）；2019年 JINGART艺览北京（北京·中

国）；2019 年 纽约艺博会（纽约·美国）；

2018 年 中意文化艺术邀请展（特伦托·意

大利）；2018 年 艺术深圳（深圳·中国）；

2018 年 《物外——张宁个展 》（北京·中

国）；2018年 JINGART艺览北京（北京·中

国）；2017 年 具 身 认 知 — 张 宁 个 展 ，

MEBOSPACE 美博（北京·中国）；2017 年

艺术东京（东京·日本）；2014年 水彩《苍穹

的守望》入选第二届全国青年水彩画展（中

国美术家协会主办）；2012 年个人画展《欲

张亦宁》（青岛·中国）；2011年水彩《儿时的

记忆》入选第四届全国青年美展（中国美术

家协会主办）；2010年水彩《海之子》入选第

九届全国水彩.粉画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主

办）；2004年水彩《老船》入选第十届全国美

展（中国文化部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协

办）

张宁

张宁 老船 153×114cm

张宁 海之子 170×115cm

张宁 泸沽湖写生系列-7 50×36cm

张宁 苍穹的守望 180×115cm

张 宁 时 间 的 树

NO.3 90×150cm
张宁 儿时的记

忆 85×42cm

张宁 普照No.7 145×80cm

张宁 叶 37×37cm

张宁 巴松措写生No.7 75×53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