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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西方畫法均頗有研究的李翔，一
直關心着中國元素的「國際表達」問
題。尤其在中國油畫走出去的成功案例不
斷增加後，國畫如何才能獲得國際藝術界
的認可乃至收藏，更成為他反覆思考、研
究的課題。「要讓外國人認識到，中國畫
的基礎、包含的哲學含義、甚至詩意筆墨
的靈感都是人類藝術史上一筆寶貴的財
富，」他說，「『強加、硬塞』肯定無法
實現，藝術的交融、中國元素的國際表
達，必須以當地人接受的方式走出去，
『潤物細無聲』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

棄強硬宣傳 取慢慢引導
他有些痛心地表示，中國老舊的傳播

方式總以「宣傳」為主，而在信息科技
瞬息萬變、國內外距離感不再的今天，
舊派擅長的「擬定好再宣傳」的路線早
與時代脫鈎，甚至會惹人反感，讓本來
是雙贏局面的藝術交流莫名其妙地變成
了「政治策反」，花費時間、精力、財
力後卻取得一系列的反效果。
他建議，中國應該重視對方國家主

動邀請、幫助傳播、甚至提供經費的
有關藝術活動，並將包含在中國畫裡
的哲學、養生、氣韻通暢的基礎用恰
到好處的翻譯表達到位，引導外國人
從儒家、道教的根源處入手，慢慢理
解到蘊藏在中國畫裡的中國人聰明智
慧的結晶。

編者按：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的血脈，是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精神基礎。而文化的繁榮

昌盛，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興旺強大生生不息的重要標誌。從本月起，本報推出「文化名人坊」專版，每兩周

一期，逢周五刊出，向廣大讀者重點介紹當代中國著名文化領軍人物，展示他們的文化成就，探究他們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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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認為，未經研究學習便一味批
評外國藝術的做法，絕非明智之舉。
「中國畫繼承至今的傳統，比如崇尚
『美』、重視 『功夫』、滲透 『哲
學』的理念基礎不能丟，」他說，
「但也要兼容並包，外國藝術並非如
偏激派所講， 『皆為腐朽的糟粕』，
而是應取長補短、留精華而去弊端，
推陳出新。」

研西方藝術 籲兼容並包
為知己知彼，他曾組織舉辦過一期

以當代美術為主的青年美術理論班，
讓中國青年藝術家更了解西方當代藝
術的發生、發展乃至未來的走向，從
而清楚明白地看到自己站在什麼位置
上，而不是兩眼一抹黑地批判西方藝
術。「只有真的接觸、了解、研究過西
方藝術的人，才能知道符合中國國情、
又適合自身特色的藝術之路在哪裡。」
現今的西方當代藝術，「審醜」思

潮越來越高漲。「醜陋和噁心甚至超

越美，成為新的藝術標準，」他指
出，中國卻不同，即使到了新時代的
今天，中國人仍堅持「美」的才是藝
術。
但即使如此，他仍建議要兼容並

包，不能因為一種藝術形式的存在而
否定另一種，「大部分人可以繼續沿
着中國價值觀搞藝術，甚至借鑒西方
成果，推陳出新；也有部分人可以走
『審醜』的藝術路線，藝術人應懷有
開放的心態。」

要摒棄模仿 重天人合一
具體到中國畫，他則認為，三大基

礎不能丟。「中國一向注重 『功
夫』，正所謂是拳不離手曲不離口，
筆墨、色彩、氣韻、造型，每一樣都
要狠下功夫，沒有功夫基礎別的都免
談，」他說，其次還要摒棄模仿，此
外，中國畫的哲學基礎、養生作用、
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是不能丟棄的寶
藏，「要靜心、讀書、行路。」

翻閱李翔的畫冊不難發現，幾乎每一幅都
有着極其豐富且多層次的色彩，這在傳統中
國畫中並不多見。「我一直堅持，傳統文化
的創新要在守住原有基礎的同時吸納外國理
念，對傳統中國畫進行微調，要創作出區別
於前輩們的中國畫，要畫出屬於這個時代的
中國畫，」他堅定地表示，「色彩，就是中
國畫中最薄弱的一環。」

以色助墨光 以墨顯色彩
有了這個信念的李翔從此展開了對西方畫

作色彩的系統研究，他希望能將西方印象派
或古典繪畫的色彩畫法自然地轉移到中國畫
中，但這並不意味着否定了中國畫傳統的
「色墨」關係。「當代的中國畫創作可發揮

傳統筆墨精神和西方繪畫中色彩科研成果的
雙重優勢，不必以中國畫的色彩與着意於表
現『色光見長』的西方繪畫色彩相比對，也
不必囿於『隨類賦彩』的傳統程式故步自
封，」他續指，「應取二者之精華並有機融
合，非以色彩弱化筆墨，也非以筆墨改造色
彩，而是保留傳統『筆墨』基因，融色彩冷
暖變化於筆墨的陰陽轉化之中。」
重視東西藝術手法交融的他始終強調「以

色助墨光，以墨顯色彩」， 不求濃烈而求
色彩冷暖、筆墨內涵的微妙轉化；崇尚古今
雜陳與時俱進的他始終認為，既要保持中國
畫墨色的透明，又要實現「主調」色彩向
「復調」和「多調」的拓展，以色塊潤染與
濃淡結合，構建意境。

吸東西精髓 走探索之路
他認為，當下藝術創作的探索已進入了一

個多元的時代，中西融合也已不再是簡單的
拼湊和嫁接，只有在多元的格局下，廣泛吸
納各民族文化精髓，巧妙融合各種有益的藝
術元素，走精微、深入的探索之路，才能詮
釋出當代中國畫創作的新語境。

自上世紀90年代初便在中國人民解
放軍總政治部分管軍隊美術創作組

織的李翔，對軍旅題材繪畫的發展有着
更直觀的感受。

風格多元化 吸納新元素
「近十幾年湧現出一大批軍旅畫家，
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思想觀念不保守、
角度大膽又新穎，」他說，「這些中青
年軍旅畫家的作品，風格樣式十分多
元，油畫、國畫、版畫、雕塑、水粉、
聲光電藝術、現代裝置、綜合材料繪畫
等都包括在內。」他透露，其中有些格
外出色的畫家已在國際軍旅題材中嶄露
頭角，獲得肯定。
俄羅斯的列賓美術學院及衛國戰爭紀

念館曾幾次邀請中國軍旅題材繪畫作品
前去展覽，香港回歸10周年之際也曾受
邀舉辦過解放軍的美術書法精品展，認
可度完全超出預期。他稱，這與中國主
旋律美術不斷吸納現代觀念、元素、語
言和技法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曾以社
會主義美術為主的前蘇聯在解體後，主
旋律繪畫也隨之消散，而中國的此類繪
畫不但沒有停滯，反而繼續發展、「往
前走」了。他認為，中國現在形成了新
的軍旅繪畫陣營，是一個完全區別於文
革時期「紅、光、亮」、「假、大、
空」概念畫的陣營，無論是作品樣式或
內容，都有着煥然一新的面貌。

新國畫受捧 更易出國門
對於軍旅題材繪畫是否會因西方刻板

印象而較難走出國門的問題，李翔則給
出了略顯出乎意料的答案。他表示，軍
旅題材的藝術品、甚至是軍旅題材的國
畫，比起傳統中國藝術，更易走向世
界，「當代國畫軍旅題材走向世界的語
言障礙更容易打通。」

他舉例稱，在俄羅斯衛國戰爭紀念館
展出100張軍旅題材畫作時，在沒有引
導性的前提下，俄羅斯文化官員們不約
而同選擇了幾張新國畫作為「心中最
優」，而非西方人擅長欣賞的油畫。

破刻板印象 繪出軍旅情
時隔5年，李翔回憶起當時的場景，

仍是自豪之情溢於言表。「這些新形式
的軍旅題材作品走向國際十分具有說服
力，社會主義美術不是老樣子，尤其中
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旅題材美術不是老樣
子，」他激動地表示，不僅與過去的老
蘇聯、朝鮮有着天壤之別，不僅樣式多
元、注重創新，更是由心而發、內容真
實感動。「中國人民解放軍也是人，是
感情豐富的人，是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踐
行者也是保衛者。」他說，「希望這些
有說服力的作品能讓世界看到『刻板印
象』之外的中國軍人，看到轟轟烈烈整
齊步伐閱兵之外的『文明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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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社會主義美術，不少人往往聯想起主題先行；而說起軍旅

題材繪畫，就更認為枯燥乏味、千篇一律。其實這些認識不免有

誤解和偏見。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解放軍藝

術學院美術系主任李翔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表示，這不過是對

中國主旋律引導下的軍旅題材繪畫的「刻板印象」，是完全脫

離了新時代的「舊式偏見」，與時俱進的中國軍旅題材繪畫已

完全打破了主題預設、「完成作業」式的創作模式，不僅吸納

了新的表現形式，更將每幅作品的創作理念調整至由心而發，

軍旅題材畫作較之傳統中國畫，反而更易走出國門，被國際藝術

圈接納認可。 ■香港文匯報記者秦占國、朱燁北京報道

李翔《寒塬》150cm×280cm 國畫 2005年作品 本報北京傳真

首次將淡彩與筆墨提升到同樣高度的軍旅畫家李
翔，1962年10月出生於山東臨沂，現任中國美術家
協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解放軍藝術學院美術
系主任，解放軍美術創作院常務副院長，中國美協
中國畫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北京美術家協會副主
席，中國油畫學會理事，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
員，是中國文化名人和中宣部「四個一批」人才，
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李翔先後就學於解放軍藝術學院和中央美術學院，

創作的大量美術作品曾參加多個全國性重要展覽；他
組織並主持多個全國、全軍性的美術展覽和學術研究活動，並多次擔任全國、全軍
美展評委。其作品被中國美術館、國家博物館等海內外收藏機構收藏，出版多部作
品集，並多次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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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扎西平措上尉和阿爸阿媽》180cm×420cm 國畫 2009年作品

崇美感 重功夫 滲哲理

國畫三基礎 一個不能丟

傳統上微調 繪出時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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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母親》
230cm×200cm 國畫
2012年作品

■李翔深信中國元素融入世界需
「潤物細無聲」。 本報北京傳真

李翔《南海．南海》
國畫 230cm×200cm 2014年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