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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品精神性缺失、内容空泛。一

群人一个组合、一堆花草一只鸟，让美术

创作成了艺术构成和基本功的罗列。所

说的思想性不是图式说教，是由心而发的

情感触动，是来自艺术家灵魂深处的诉

说。英雄交响曲没有词，但仍能让人感受

到荡气回肠的英雄气度。因此工笔画的

创作精神应该是积极向上的、融天地于心

的、在人文关怀于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寻求

心灵慰藉的境界和情怀。

二、缺少创造和个性的过度类型化。

一个新样式、新语言方式被学界认可，马

上就会出现众多的仿效者和嫁接者。创

作之贵在于“创”，当然创新是有风险的，

但曲高和寡正是艺术的真理所在。原本

学习前人、临摹经典作为学习过程无可厚

非，但正象李可染先生讲“打进去”是为了

“打出来”，最后达到“我有我法”本体感受

的自由表达，如果你善于总结升华优势，

个性亦必在其中。工笔画经过两千多年

的沉淀，突破困难，运用方便，循规蹈距出

不了真正的画家。

三、缺少情感注入的过度制作化。制

作本来是工笔画的本体特征，但没有感觉

和激情，仍然会造成“刻板”与“匠气”，缺

少表现性，画面没有灵动、流畅的艺术语

言的统领。古人讲“士志于道”“匠志于

工”，工笔画之“工”不是工匠之工，它是一

种道、一种规矩、一种方法、一种相对于

“意笔”画的创作态度，是母体文化精神的

高度凝聚。

四、缺少生活积累和观察的程式化表

达。不是有感而发的创作，形成了一种

“套路创作法”，尤其需警惕反对培训机构

基于赚钱，为出成绩不择手段，不讲艺术

规律，拔苗助长的速成式创作。带有明显

程式化培训痕迹的画大行其道，更有甚者

培训老师为学员代笔，把作品标价售卖，

一个展览上出现一二十张同一种表现方

法、同一种笔法的作品，严重扰乱了艺术

生态，已远远超出了创作的问题范畴，买

卖者均有触碰法律的可能。

五、缺少灵动效果的颜色堆砌问题。

在色彩处理上堆砌颜色使得“色厚意不

厚”，造成色彩僵制气韵不生动。

六、意向性缺失问题。意象性是中

国画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文化精

神及审美特征。造型上追求艺术的“似”

而不是客观的“似”，所谓意象性亦是对

审美对象有了概括性、典型性处理，有了

审美理想的注入，创造了有意味的画面

效果。

七、消解弱化民族特质的问题。把

去民族化当成创新，对中国画特质认识

不足，任何一个有识别度的文化样式都

有”度”的限制，就像一个容器，一种东西

进来，另一种东西就需出去，必须认清中

国画的精髓和核心特质是什么。绘画所

形成的特点往往有一定局限，要保持这

个特点就必须接受这个局限。坚守什

么、扬弃什么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不

然所谓的创新力度越大，对民族特质伤

害越大。

如此等等，是当代工笔画创作中的瑕

疵，需要直面并发出反对的声音。

对工笔画全方位关照可以看出，它所

具备的精致刻画、入微描写、色彩丰富、语

境时尚和关切现实的品质及固有的民族

文化特质，使其拥有了受众的广泛性和形

式的现代性。在切入现实生活、引领审美

时尚、塑造艺术经典、呈现艺术高峰方面

形成无可替代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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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工笔画是盛世艺术。的确，工笔画发展至当下，呈现出空前繁荣、多元发展的盛景，在艺术观念、形式语言、技术方法及材质工具等方面均有空前拓展，尤其在承

接传统文脉、切入现实生活、对接当代艺术和引领审美时尚方面表现突出。但也须近察其在本体语言构建与拓展中的问题，远瞻其在未来发展中的路径及策略。

一、传统特质鲜明。工笔画在元以

前一直是中国绘画的主流形式，至元以

降由于文人画兴起及文人画在实践上的

发展和在理论上的构建，使工笔画的发

展陷入低潮；而文人画将中国画的意象

性、抒情性及文化属性推向极致，反向促

成了与工笔画共享的核心特质的形成。

时至今日，工笔画在思维上的哲学方式、

在表达上的“取精用弘”、在审美上的意

象性追求、在品质上的文化属性没有改

变，比如创作态度的“尽精微、致广大”；

色彩处理的“薄中见厚”“色薄气厚”；选

景取势上的意境营造，在制作手法上的

“层染复罩”等，在文化识别度上保持着

鲜明的民族特质。

二、彰显时代文化张力。当代工笔

画借鉴了西方绘画的色彩、造型等因素，

更好地切入现实生活，表现艺术本体的

生命进程和内心情感。今天的借鉴已有

别于晚清后被动的“中西融合”，而是在

保持民族性基础上的理性自信的选择。

比如色彩表达方面，中国绘画自古即有

“丹青”艺术的施色观念和方法。但就色

彩的现代学而言，西方有牛顿《光谱学》、

歌德《色彩学》为代表的对色彩的科学性

研究，包括色彩生成的原理，色彩的冷暖

关系及色调等，中国传统理论是没有涉

及的，在这方面补益的结果，使工笔画形

成了独步世界的、人类共享的、普世的审

美。可以说全世界不同区域、民族的伟

大艺术，总是在审美的深层次上通向人

类。今天的中国工笔画无疑是具有这样

品质的伟大艺术。

三、具备内生的活力。当下工笔画新

人新作、各种风格样式频现，成为全国性

展览中摘金夺银的主力画种；各类学术性

展览和研究向着多维度、更深层次拓展。

一个局面的形成，必有背后的成因，中国

工笔画形成今天的格局，我认为其主要推

动力来自于学院教育。二十世纪中国绘

画从师徒传承式的后学培养转为学院教

育模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多美术

院校招生选拔的专业标准是以素描、色彩

为评判内容，而这些都是工笔画的大基

础，入学后或毕业后转入工笔画学习非常

容易和自然，甚至造成众多院校国画专业

毕业创作多数选择工笔形式，如此以来，

工笔画创作队伍不断获得新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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