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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明先生曾论述：“中国绘画的本质性格，是一种借

物象而寄情抒怀的艺术，作者对自然或对社会的感受，

经过作者心底意念选择撷取的物象神韵，是它成象的目

标。这就自然地区别纯客观的视觉反映的‘具象’和主

观幻觉所呈现的符号混杂的‘抽象’。它在‘似与不似之

间’的‘神似’中独立，成为一种主客观一致的‘意象’艺

术。”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策划举办以“荷”为主题的

“斯物·与归——第三届亚明艺术馆扇面绘画邀请展”以

小微切口展现中国画在新时代发展的宏阔景象，既是对

先生真知灼见的有力响应，更是传承、弘扬先生艺术精

神的有益实践。

荷风消夏

亚明艺术馆北门，正对着包公园东滨一池清幽的

荷塘。在四季的轮转中，她以“田田八九叶”“红藕花多

映碧阑”“风梳露洗，尘不染”“枯枝覆雪最醉人”的姿

态，展观其一颦一笑。炎炎夏日里，莲叶接天，荷花映

日，“荷”将其花的韵致、叶的卷舒、实的姿态、杆的穿

插，淋漓尽致地铺陈于夏日的风之中，使观者在满眼的

鲜活和满心的欢喜中，油然生出几多凉意和诗意。而

“旋折荷花剥莲子”“泥中采藕白纤纤”的美妙过程和美

味触感，又赋予了“荷”更多的可感知的“实物”感和趣

味性。在数千年“荷”与“人”的互动中，她似乎可成为

夏天的代名词，俨然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避暑物品。

花草寄情

荷花、荷叶、莲蓬、藕实，其形的丰富度与日常生活

的关联度，为人们所耳熟能详。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

极尽遣词造句之能事，描摹其形状、姿态，表达由衷喜爱

之情。而在应邀参加本次展览的中国画家笔下，一朵

荷、一茎叶、数节藕实，以赋彩成形，得“物”之生趣；以水

墨挥洒，纵“情”之所寄。所浓缩在画面上的形象，或清

淡、或热烈，或繁复、或简洁，或精细、或粗放；荷之物象，

即可独立显现，又可借助于人或自然的场景，作聚焦或

放射式表达，使得寄于“荷”这一特定花草的艺术构思和

创造，获取了不竭的原创动力。

从梅兰竹菊到荷，到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凝聚着诗

人的深情，传递着画家的厚意。善于捕捉点滴物象、表

达细腻情感、寄托丰富寓意，是中国诗人和中国画家借

物传情的专长，宋人蔡绦曾言：“丹青、吟咏，妙处相资”，

切中肯綮。

本次展览展出的174件作品，多以独立描写“荷”的

风致为主。荷的叶、实、茎具备了点线面的绘画表现元

素，极大地拓展了画面形式语言的表达空间。因此，当

欣赏这一幅幅美妙的画面时，犹如在关于“荷”的中国绘

画演变史长廊中漫步。每位画家都是尽情在这同一题

材的绘画上展现对伟大艺术传统的理解，尽情释放自己

的技法修为、知识储备和创作智慧。山水、人物作品对

“荷”元素的糅合，丰富了画面语言和诗意营造，造景亦

造境、观物物亦观我，情景交融，安顿那颗寄情于物、物

我两忘的心灵。

心与物游

古往今来，人们总是借助于特定之“物”，作一番跨

越时空、泯灭障碍、消解困顿的遨游，想象力和创造力也

因此得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庄周梦蝶”，“子非鱼，安知

鱼之乐”，“庖丁解牛”般地“游刃有余”⋯⋯

笔墨纸砚、书写性、诗意表达，超越具象又非抽象等

要素对中国画作了质的界定。中国画描绘“物象”所借

助的承载“物”，或纸、或丝织物。纸和丝织物作为扇的

主要用材，一旦和特定的扇型有效、有机结合后，便叠加

为特有的“物”件之美。当“物”件与中国画再次组合后，

在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推波助澜下，其传播力、受众

面、影响力的广度和持续性便可想而知了。

当轻摇一把以“荷”为题材的中国画成扇，在感受习

习凉风的同时，更易感知“荷”之美之于人，之于大千世

界的趣味。体悟观赏与把玩，体验想象与沉醉所带来的

愉悦，同作为“艺”与“物”完美契合的“扇”作一场场自由

的心灵畅游。

斯物，与归

无论是作为“物”的荷，还是描绘画面上的荷，经过

岁月的日积月累，早已化为我们心中的文化符号。

因此，当“荷”通过中国画艺术语言凝结成为扇面中

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元素时，事实上是借助形象、物件传

达我们“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审

美观念，以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

价值观念。

集叙事、写景、状物、抒情为一体的名篇《岳阳楼记》

以“微斯人，吾谁与归？”收尾，读罢无不令人为之击节。

本次展览，长三角、中部地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均有中

青年画家应邀参展，地域跨度之大、组稿时间之短、原创

材思之多、表现维度之广、作品质量之精，无不反映出大

家对于“荷”这一题材的挚爱，对亚明先生艺术精神的推

崇。

当再次凝视馆北门前的荷塘及在此驻足的人群时，

我们知道：有“斯物”，欣“与归”！已不仅仅是这一众中

国画家的想法了。

甲辰立秋于悟园南窗灯下

本报讯 报艺 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纪念亚明先生诞辰 100 周年，由合肥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指导，亚明艺术馆、安徽大学艺术学院美

术系、合肥卓越文骐文旅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联袂长三角、中部地区、长江经济带有关美

术馆、画院和美术院校推出的“斯物·与归——第

三届亚明艺术馆中青年扇面绘画邀请展”近日在

亚明艺术馆启幕。

“斯物·与归——第三届亚明艺术馆中青年扇

面绘画邀请展”展出十三省市87位中青年艺术家

的174件成扇作品。展览以“荷”为主题，笔墨为介

质，扇面为承载，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揉为一体，

表达中国画物象之美。借助“荷”之形象，传达“中

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审美观

念，以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

价值观念，亦是在亚明百年诞辰之际表达对先生

艺术精神的崇敬之情。

本次展览是继两届“有风·雅颂——亚明艺术馆

中青年扇面绘画邀请展”之后，推出的一次地域跨度

更大、表现维度更广的展览，将进一步加强各省市美

术馆、艺术院校的合作与交流，繁荣中国画创作与研

究事业，提升美术馆专业化工作的建设水准。

展览将展至9月10日。

斯物·与归
——第三届亚明艺术馆中青年
扇面绘画邀请展

一次基于“物”象的艺术实践
■何昊

陶鎏霞 翠盖红蕖 28×30cm 2024年

林存安 绰约藕花初过雨 18×55cm 202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