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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市場化文藝市場化、、商業化已經成為了香港和中國內地藝術商業化已經成為了香港和中國內地藝術
界面臨的一個課題界面臨的一個課題。。王來文直言王來文直言，，藝術家的藝術創作是藝術家的藝術創作是
感召於內心的呼喚感召於內心的呼喚，，是藝術家心靈的感召是藝術家心靈的感召，，它應是人類它應是人類
「「真善美真善美」」的表達的表達，，是作用於人的心靈與精神境界層面是作用於人的心靈與精神境界層面
的的，，是人文審美與文化教養的精神活動是人文審美與文化教養的精神活動。。所以所以，，藝術家藝術家
個人應是專注於人文個人應是專注於人文、、專注於心靈專注於心靈、、專注於創作專注於創作，，而不而不
應該沾滿銅臭氣應該沾滿銅臭氣。。
當然當然，，藝術家創作出來的作品要產生社會效益藝術家創作出來的作品要產生社會效益，，就要就要

走向社會走向社會、、走向大眾走向大眾。。而走向大眾的過程中而走向大眾的過程中，，會產生藝會產生藝
術市場的行為與效益術市場的行為與效益，，但藝術市場行為但藝術市場行為，，應該由市場要應該由市場要
素去配置素去配置、、去完成去完成，，藝術家是藝術創作者藝術家是藝術創作者，，不應是藝術不應是藝術
市場創作者市場創作者。。此外此外，，王來文也提到王來文也提到，，藝術家自身應該不藝術家自身應該不
斷以非功利的心態去學習斷以非功利的心態去學習，，特別是在不同的特別是在不同的、、大型的藝大型的藝
術展覽館術展覽館、、博物館中找尋藝術創作的靈感博物館中找尋藝術創作的靈感，，多多欣賞經多多欣賞經
典的作品典的作品，，務必戒驕戒躁務必戒驕戒躁，，以免墮入追逐藝術市場化的以免墮入追逐藝術市場化的
困境之中困境之中。。

王來文表示王來文表示，，中國的國學與國畫密不可分中國的國學與國畫密不可分。。他說他說，，傳傳
統中國畫藝術統中國畫藝術，，其核心價值與中國傳統哲學精神是一致其核心價值與中國傳統哲學精神是一致
的的，，也是在傳統哲學理念作用下的中國藝術精神也是在傳統哲學理念作用下的中國藝術精神，，所以所以
國學與哲學國學與哲學、、與文學高度聚合與文學高度聚合。。國學與傳統文化精神的國學與傳統文化精神的
復興對中國書畫藝術的創作整體而言是有益的復興對中國書畫藝術的創作整體而言是有益的，，且中國且中國
書畫藝術的繁榮無疑也會共同促進傳統國學與傳統文化書畫藝術的繁榮無疑也會共同促進傳統國學與傳統文化
的復興的復興，，二者相輔相成二者相輔相成。。
而且而且，，王來文進一步向記者提及王來文進一步向記者提及，，中國的國學以道德中國的國學以道德

教化為重要的內容之一教化為重要的內容之一。。要成為一個出色的國畫家要成為一個出色的國畫家，，最最
重要的藝術技能是書法與筆墨的訓練重要的藝術技能是書法與筆墨的訓練，，及藝術創作規律及藝術創作規律
與藝術造型規律的把握與藝術造型規律的把握。。精湛的技藝精湛的技藝，，要有哲學的思維要有哲學的思維
與文學的修養相補充與文學的修養相補充。。藝術家要做到心靈的藝術家要做到心靈的「「靜靜」」與與
「「淨淨」。」。中國畫與個人的內心學養中國畫與個人的內心學養、、內心的涵養之間是內心的涵養之間是
有一致性的有一致性的，，有怎樣的內心境界有怎樣的內心境界，，就有怎樣的藝術境就有怎樣的藝術境
界界；；有怎樣的心靈品味有怎樣的心靈品味，，就有怎樣的藝術品位就有怎樣的藝術品位。。而且而且，，
中國傳統的評價體系中國傳統的評價體系，，確與個人道德評價緊密相關確與個人道德評價緊密相關。。所所
以以，，道德修養與道德評價道德修養與道德評價，，能夠影響對藝術家的藝術評能夠影響對藝術家的藝術評
價價。。

王來文認為中國傳統藝術、特別是中國畫的精進和發展，應當有深厚的文化積
累作為基礎。畫面下的時空、人文以及歷史脈絡，都是中國畫習者所必須修行的
領域。故而，傳統文學乃至宏觀的國學，不僅僅是一種人文修養，其實更能夠在
道德遞進累加的基礎上，成為打開書畫傳承之門的另一把關鍵鑰匙。

歷史底蘊締就藝術啟蒙
王來文表示，傳統藝術的練就，與兒時的經歷以及故土的歷史底蘊有很大的關
聯。「我家鄉是明末書畫大師黃道周先輩的故里，自古書畫之風尚盛，我老家離
黃道周先輩的講學堂不遠，受這種文脈的浸染和熏陶。我自小就喜歡書畫，自小
就寫書法，書法之基可算童子功。」這是王來文對自己走上藝術蒙學之路的評
價。正是這種文脈的傳承，王來文回憶道，自己大學讀美術學院時就選擇中國傳
統書畫創作，作為自己人生的藝術方向，且矢志不移。「少小故鄉藝術氛圍的環
境熏陶無形中引我走向書畫創作之道路。」王來文對記者說。
另一個不能夠忽略的角度是，王來文認為，自己少小的書法童子功訓練與學
習，培養了自己對傳統中國書畫的信仰與感情，培養了自己對中國書畫藝術的文
化自覺與文化自信。而大學時代速寫造型訓練，則從造型結構方向上讓自己更明
白選擇中國書畫創作的人生意義。
「比如，自小時候開始學書法，每年村裡的春聯有大半部分都是我幫助村裡人

寫的，這無形也是一種鼓勵與認可，也是對藝術心靈的浸潤與信心的培育。」王
來文對自己這段往昔經歷的回憶特別深沉，他向記者表示，很多時候，藝術能力
的不斷提升，並不是關在一個畫室之中就可以成就，外界一個點頭的致謝、一個
讚許的目光、一句溫馨的感激之言，都能夠成為新生代藝術人士堅持下去的動力
和鼓勵。這就是藝術和生活密不可分的原因。

圖文互美的寫意花鳥
王來文向記者表示，在水墨寫意花鳥這一門類中，既然是水墨寫意，首先固然
要着意在筆墨語言與筆墨結構上下功夫。筆墨語言本身即是藝術表現的語言，也
是重要的自身審美價值的要素，如寫文章，文字本身即是文章表達的要素，遣詞
造句也是和審美要素一樣的道理。
既是寫意花鳥，就應着意在「寫」與「意」審美表達上，寫即要注重書寫性之

美。意即要注重「意象」精神的表達，而「寫意」精神、「意象」精神是東方藝
術尤其是中國傳統民族藝術審美的核心精神，更應加以發揚加以弘傳，要注重意
境、品格的追求。當然其它的藝術表達語言如章法，氣與勢，黑白，虛實等藝術
手法也應加以深究。
寫意花鳥已經成為了王來文的藝術名片，他自己卻始終以最為審慎的態度來面
對自我創作風格的總結、概括或者評價。「我對自己個人的寫意花鳥風格不能擅
自自己評論，應交給審美對象欣賞者品鑒者評論，應交由歷史、社會、大眾去評
論去評說。但有一點需要說得明白的是，所謂的我個人的風格，即現在的藝術風
格是我一直以來探索的階段性風貌，還在完善過程中，但基本體現我對寫意花鳥
的藝術追求與藝術思考。」
王來文不認為任何一種藝術風格是永恒的，相反，藝術家只能夠在某一個具體

的階段中進行一種傾向性的藝術定位。所以，用文字的寫意去揮灑水墨的傳情，
在王來文的視角中，更近似着眼未來的當下筆觸落點和實踐。

鼓勵新生代大膽創新
伴隨國學熱的升溫，新生代國畫家的數量越來越多。在這一背景之下，他們的
創作思路、方法和創作理念，也和過往的藝術家產生巨大的分別和差異。如何看
待新生代藝術家的藝術探索、如何對待藝術界中的「代溝」，也一直是香港乃至
整個中國藝術行業探討的話題。
王來文非常贊同和鼓勵新生代藝術家的探索。「年輕藝術家的新探索，藝術的

青春活力是這時代的藝術朝氣所在，
也是時代藝術活力與藝術衝動的不可
或缺的力量源。所以，年輕藝術家的
藝術銳氣，應該加以鼓勵、肯定和支
持。」
不僅如此，王來文對多元化的藝術
流派也非常讚許，「實驗水墨、新水
墨的探索是年輕藝術家的必然過程與
時代命題，是好事，不僅自身的這種
探索有意義，對整個國畫界、水墨藝
術整體探索也富有意義。我年輕時的
水墨寫意花鳥創作中，我也吸收當下
實驗水墨、新水墨的有益的新鮮營
養。」
他表示，新生代國畫家一是要努力
去實踐「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以
擴胸襟、增見識，加深學養與修養—
這是藝術創作的內在基礎，因為思想
深度決定藝術的高度。其次，要注重
書法與筆墨結構與造型訓練，同時要
注重加強相鄰藝術門類的學習吸收，
這是技術高度的要求，「道」，要通
過技來表達。只要持之以恆，貴在堅
持，到最後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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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當代中國畫中的水墨寫意花鳥，

王來文的見解和感悟頗有價值。作為中

國美術家協會的理事以及這一領域的國

家級權威，以文字寫作來進行畫面的色

彩組合，進而造就花鳥水墨的圖感，已是王來文踐行水墨寫意花鳥

的一種紙彩語言。他告訴記者，國畫家筆下構圖，在文字寫意與色

彩的傳情之間，力圖在不斷的思想靈動中尋覓宣紙上的靜質；在筆

觸下的穩怡中揮灑胸中的恢弘，成為了王來文持守藝術人生的一大

信條。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圖：受訪者提供

藝境：「靜」與「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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