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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過眼 皆為我有

孔維克，現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統促會理事、民革中央畫
院副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藝術研究院特聘研究
員、山東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山東畫院院長、民革中
央委員、民革山東省委副主委、世界孔子後裔聯誼會副會長。

作品及傳略被收入各類畫冊和辭書。代表作數幅入載上世紀
80年代啟動歷時十年的國家美術出版工程《中國現代美術全
集》中國畫卷、壁畫卷、插圖卷。出版有孔維克畫集、文集、
書法集、寫生集等50餘種。

獲「中國畫壇百位傑出畫家」稱號；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個人
畫展並舉辦作品研討會暨作品集首發式；代表作《公車上書》
在七屆全國美展獲獎後入選「百年中國畫展（1900-2000）」、
「新時期中國畫之路（1978-2008）」，2007年簽約為「國家
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重新創作；文集《硯耕堂隨筆》
獲山東省第三屆劉勰文藝理論獎；被推舉為「當代優秀中國畫
家」之一參加全國政協組織的大型晉京調展；《不拋棄不放
棄》（合作）入選第三屆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並獲山東省第二
屆山東泰山文藝獎金獎。2013年《心學大師王陽明肖像》簽
約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孫中山先生在青島》簽
約山東省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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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太魯閣寫生

2014年於台灣舉辦的「聖裔丹青——孔子第七十八代裔孫‧

孔維克人物畫作品展」展覽，可以說是自1985年海峽兩岸恢復

交流後，在台灣地區最受關注、最成功的一個展覽之一。孔維

克不僅擅長人物，他的山水、花鳥、書法的造詣等都達到了相

當的高度。一個藝術家能有這樣的綜合能力是很難得的。現代

人物畫發展到今天有着不同的面貌和形態，孔維克先生無疑是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畫家之一。他借鑒西畫的造型意識，綜合了

文人的詩與思想、中國畫的筆墨精神，創造了一系列的屬於自

己的筆墨符號和樣式，我們可把它們叫做「孔家樣」。

■李奇茂

台 灣 名 家 們 點 評 孔 維 克 作 品
孔垂長（孔子第79代奉祀官、台灣地區政府顧問）
「孔維克繪畫的功夫很深，作品有很強的文化使命感及藝術感染力。尤其是表現祖先
孔子《杏壇講學》、《孔子見老子》等作品。我看到了他在嚴謹的治學和浪漫的畫筆之
下，展現了儒家文化的崇高和深遠的影響，並對這些題材進行了生動的藝術詮釋，讓我
們充分地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歐豪年（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教授）
「孔維克的畫是以古法畫而有現代精神。他的畫從清朝到民國以後的服裝，能引用現
代的技法而準確地表達，人的準確比例、生動的造型，筆墨的表現既有中國傳統精神的
存在，又有西洋的因素引入，且結合得很好。另外一方面，孔維克的水墨寫生功夫不得
了，面對社會各種身份的人用水墨技法來當面寫生，他雖用西方現代的寫實手法，但是
下筆還是中國水墨的精神，由內而外堅持了兩個不同方向。第三個方面，就是畫面的整
體構成非常有自己的特點。他不論是畫面構圖還是畫面的形式如手卷、三聯畫，乃至裝
裱形式都很有匠心。」

劉國松（台灣五月畫會創始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我一直關注中國繪畫轉型的現代性研究和探索，尤其是在繪畫材料上做了一些變

革。孔維克則是在傳統筆墨上進行現代性推進，他做了很多方面的努力，形成了獨特面
貌。他對歷史場面的表現頗見功力，尤其是那些大場面，我們過去在中國畫是很少能夠
看得到的，牽扯技法的高難度把握和運用上的突破，可以看出孔維克的學問修養、筆墨
技巧、中西貫通等都達到了一個高度，也把人物畫的表現力、表現大題材的能力向前大
大推進了一步。」

江明賢（台灣師大美術研究所名譽教授）
「1989年30歲的年輕畫家孔維克就創作了一幅《公車上書》人物畫，獲得第七屆全

國美展大獎，從而引起了美術界的關注。《公車上書》描寫的是百年前以康有為、梁啟
超為代表的愛國知識分子為反對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上書光緒皇帝之「萬言
書」。《公車上書》使我想起了現存法國盧浮宮，19世紀畫家大衛以繁複群體人物為題
材，創作出甚具震撼力之《拿破崙加冕圖》，以及阿姆斯特丹博物館收藏的17世紀荷蘭
大畫家倫勃朗強調光線與氛圍之《夜巡圖》，真可謂東西相輝映也。孔維克是至聖先師
孔子之後裔，孔門子弟無弱夫，家世傳承之文化淵源根基深厚。雖然具有文人畫家之特
質，詩書畫三絕之傳統本領，但他不以此為滿足，大開大闔，勇於突破，大量吸收西洋
繪畫美學理念與技法，特別在素描與速寫上着力尤深。他深入生活，體驗不同人生，成
就了每走過必留下為數可觀之作品，寫遍天下名山大川與風土人情。」

姜一涵（「中國文化大學」藝術文化研究所所長、原美術系主任）
「孔維克作品的藝術品位很高，他的繪畫題材、藝術手法宏大、多樣，藝術手段處理

得精緻、到位，可以說他是一個文化底蘊深厚、藝術修為全面的少見的藝術家。孔維克
所展示的人物畫作品，給中國水墨人物畫開闢了新的大方向、新的未來。」

黃光男（台灣地區政策顧問、台灣藝術大學校長）
「中國的水墨畫或者稱新文人畫發展到今天，理論上眾說紛紜，畫我一直找不到滿意的

對應體，我想像中的發展典範就應該是今天所看見的、維克畫的這個類型。所謂『新』就
是要緊跟時代，『文』就是裡面要有文質，『畫』就是要有畫意，有畫的藝術品格、藝術
品位、藝術水準。維克畫裡的技巧，不止是簡單的技巧，而綜合表現在他的繪畫題材、表
現形式、表現技法裡，他將歷史性、文化性和社會性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

李錫奇（台灣地區政策顧問、台北現代畫會創立會員）
「水墨畫在中國扎根在一個很豐厚的傳統文化之中，但這只能看做一個很了不起的媒

材，怎樣從媒材裡面提煉出新的、更有時代風貌的作品來，這才是當代傳統型畫家應該
追求的。孔維克有思想、有藝術抱負，並且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相信他絕對有能
力走出一條屬於自己、屬於時代的藝術創作之路來。」

呂祥雄（中華兩岸文化事業協會理事長）
「我很榮幸作為孔維克畫展的策展人，用了五年的時間向台灣推出了孔維克展覽。孔
維克的畫展概括起來有七大亮點：一是在台灣的最高藝術殿堂紀念館轟動性的精彩亮
相。其二，受到台灣美術界的廣泛好評。其三，受到台灣政要們的深度關注。其四，受
到文化界和社會各界的熱烈追捧。其五，展覽的人氣鼎旺。其六，展覽策劃很有亮點，
展覽定為『聖裔丹青』，突出了傳統文化特色，作品跨越30年，藝術積澱雄厚。其七，
展覽受到兩岸媒體的廣泛關注。」

中國人物畫從古代到今天有很大的變化。我們的前人講
人物畫重線條，這是兩宋時代的一個特點；再就是古

代人物畫的造型觀念與今天也有很大的不同，從唐代吳道
子到明代陳老蓮在造型上雖有改變但屬一個體系，都是屬
於意象造型的路數。人物畫根本的突變是近百年的事情，
近代以來國門打開，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開始了激烈的碰
撞，中國人物畫首先感到了危機，直到民國後，開始有了
突變的端倪，蔣兆和的《流民圖》首先把素描的模式帶到
了中國畫上，後來又有了徐悲鴻改良中國畫，內地叫「徐
蔣體系」。這個體系一開始素描、速寫的痕跡很重，但經
過幾代人的努力逐漸融合了中國畫傳統筆墨的內涵，出現
了種種探索、種種風貌，逐漸走向了成熟。

借鑒前人精神 創造藝術符號
看了孔維克先生的作品，無論是景物還是人物，那個人物

是孔維克的人物，那棵樹是孔維克的樹，不是別人的樹。就
花鳥畫來說，雖然在他的竹子上有前人的借鑒，但那也是孔
維克先生創造的符號。一個藝術家能創造藝術符號是一個很
了不起的事情。翻開中國畫史，一系列的名垂青史的大師，
不就是創建了在他那個時代的屬於自己的個性化符號嗎？但
是現在很多藝術家不懂得什麼叫做符號，不少人只是在紙上
畫圖，畫別人已創造好的圖，或創造別人看不懂的圖以及自
己也看不懂的圖。這叫盲從或瞎創的藝術家。
在孔維克的畫上，找不出前人的影子，只有前人的精神，沒
有前人的圖式符號，只有他自己創造的系列符號。他不僅沒有
重複前人，也不重複自己，一看作品就知道是他「孔維克」。
前代畫家說過「搜盡奇峰打草稿」，都是提醒要從生活
中獲得靈感。從孔維克到各個地方的素描寫生看，他是在
心隨手移，手隨心願。他根據不同時、不同地、不同景，
而做着不同的素描寫生。寫生不是照相，孔維克寫生的那
些人物，沒有徐悲鴻、黃胄等人的影子，更沒有蔣兆和的
影子，也沒有其他前人的影子。
但是他對一切現當代學術成果進行篩選吸納，融合並化為

了自己的藝術的符號。更重要的是筆墨在他的心中周轉，並
不是固定在哪一個部位，而是隨着大千世界的變化而隨時隨
地周轉，不斷隨着他的藝術思考而變化為他的藝術樣式。至
於對中國式黑白的理解，我覺得他處理得也很好。他的大畫
《公車上書》及古典系列人物畫，都能將實和虛、黑和白處
理得恰到好處。

融合中西因素 提煉生活藝術
剛才說到符號系列，他的大創作與小品畫是兩個不同的

符號系統，可是在他的大畫處理上，絕對不是蔣兆和的範
本，也不是素描的範本，還不同於當代其他人物畫家的樣
式。他正在尋找如何融合中西各種因素，走好人物畫的現
代發展之路，這是他對自己的一個考驗。在用水墨寫意手
法表現宏大場面、塑造眾多群像方面，他已經找到了前人
所沒有的、屬於他自己的一條路。西方和中國的早期的人
物畫都是以宗教壁畫為主的，從他1994年畫的孔子《杏壇
講學》中，可以看到借鑒了壁畫的某些元素，畫面處理得
很典雅、莊重。
他這張畫的構圖和造型與現代美學和現代所謂三度空間的

平面結構方式都放置在同一個畫面上，顯示了一個藝術家是
如何在20年前就走在了大家的前面，因為他知道什麼叫做藝
術。今天只有孔維克等少數人知道如何把生活提煉成藝術。
書畫同源、書畫合璧，這不是指把唐詩三百首寫在畫上就叫
書畫合璧，而是把書法的精神、書法的黑白、書法的濃淡、

書法的方式融入在繪畫裡，才叫做書畫合璧。他國學的修
養、文學的素養，藝術素描的根基及書法的歷練等，使他能
全面地去提煉一個藝術之魂，這個「魂」今天已在他的畫面
上逐漸凸顯，有了新的生命。

把握創造規律 萬物表達筆下
齊白石說得很清楚，「萬物過眼，皆為我有」。齊白石真

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齊白石生長在封建時代，他傳承了文
化，同時也搭上了最後一班列車。他講「萬物過眼」，是指
眼見的大千世界，「皆為我有」指一個藝術家的消化消解能
力、藝術表達能力。孔維克是能將過眼的萬物都能變成藝術
品、都能在他筆下生動地表現的人，他就是「萬物過眼，皆
為我有」的人，這在當代海峽兩岸畫壇實在難得。有很多畫
畫的人畫了十萬張畫都是一個樣，還有的人寫字，第一幅字
和第二幅、第一百幅都是一個樣子。但是孔維克的畫，哪一

張會相同，哪一筆會相同，哪一個畫面的黑白會相同呢？懂
得了黑白就懂得了老莊哲學，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
的，有就是沒有，沒有就是有。
從繪畫的階段，即從有心者畫有心，從心畫新，從新畫

心這三個階段看，孔維克都已做到了，可以說他已經把握
了藝術創造的規律。儒家說到文化的功能時強調「成教化
助人倫」及「文以載道」等，這些孔維克更是做到了，他
正處在一個創作精力旺盛的年齡。
孔子說：「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這百年來就中國畫

壇來講，一般說的比畫的多，打破這百年來有些人的空
談，有些人就靠玩弄所謂技巧的這種場面。孔維克是不斷
探索和追求個人藝術風格、個人文化品格並進行不懈實踐
的代表。
（李奇茂：台灣中華畫院院長、中國孔學會會長、中國

國家畫院院委，著名人物畫家）

【作者】李奇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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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仍須努力——孫中山先生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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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南岬鵝鑾鼻燈塔■台灣綠島之朝日溫泉■細雨中的中台禪寺

■相連獨木成林

孔維克人物畫 創建個性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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