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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戚紅麗 鄭州
報道）日前，「中原文化之星——宋
彥軍畫展」在河南省美術館隆重開
幕。本次展覽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
畫院、河南省委宣傳部、河南省文學
藝術界聯合會、河南省文化廳、河南
省商務廳共同主辦，河南省博覽事務
局、河南省美術家協會、河南省書畫
院聯合承辦。
宋彥軍1976年6月生於河南省駐馬

店市。是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畫院畫
家，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文化部青
聯美術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工筆畫
協會理事。2006年作品《都市麗影》參加第六
屆中國工筆畫大展並獲金獎，之後參加的很多
國家級展覽也屢次獲得最高
獎，是內地70後畫壇的傑出
代表。文化部原副部長、中
國藝術研究院原院長王文章
介紹，宋彥軍是目前中國藝
術研究院中國畫院為數不多
的「70後」，這個年齡在中
國藝術研究院創作研究員中
更是鳳毛麟角。「無論是都
市題材還是少數民族題材，
都以『志於道、據於德、依
於仁、游於藝』的孔子藝術
理念觀照現實社會生活，反
映當代民族意識。」
宋彥軍的工筆畫多鍾情於

都市女性和少數民族女性。
《都市麗影》、《早班車》

等表現當代都市女性的工筆畫，直面生活、唱
響時代、詠頌生命、表現和諧，原生態地彰顯

了人物的純淨自然，開朗坦
蕩，格調健康；《溢》、
《遠山》、《朝暮》、《花
期》等作品則定格了少數民
族女性的「純天然、渾樸未
開」的詩意瞬間、淨化心
靈、超拔精神、洞達世事、
思辨人生，映照她們純美服
飾下美麗心靈和生活體驗。
宋彥軍認為，在工筆畫中，

無論是人物畫，還是花鳥畫，
都是力求於形似。但僅僅畫得
像而沒有感染力也不叫藝術，
作品之內瀰漫的「詩情」、氤
氳的「畫意」，恰恰是吸引觀
者駐足的磁力，給觀者帶來快
感的催情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在中國繪畫史上，
新安畫派以清淡簡練的筆墨、明快秀麗的構畫和清高悲壯的
氣質，在當今畫壇中獨樹一幟。主題為「水墨徽韻」的新安
畫派畫展正在河南鄭州博物館舉行，共展出新安畫派山水畫
作品近60件共90幅畫面，讓觀眾徜徉於藝術的海洋，亦感受
新安畫派畫家們的筆墨情操和獨特的藝術語言。
中國古代山水畫藝術，植根於中華民族深厚的歷史文化傳
統沃土中，具有自身獨特的審美意趣。以筆墨為媒介，以山
水為表達，既是造化的寫照、畫家心聲的抒發，也是中國傳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安畫派是明末清初徽州地區一個
重要畫家流派，他們師法宋元繪畫傳統，融合諸家畫法，以
文人筆墨刻畫家鄉山水，並兼容己法、以己法化傳統，創造
出畫家獨特風格。畫作格調高古，筆墨清新潤朗，多見明山
淨水、江南春色。意境深遠，令人嚮往。新安畫家兼具詩文
修養，往往於畫中題詩書法，融詩書畫為一體。
新安畫派自明末而清初，自萌芽而餘韻，畫作多表達遺民
身份的故國情懷，也有表達文人書齋生活的悠然自適。
明代中葉以來，伴隨手工業和商業經濟的繁榮興盛，徽
州地區文化，尤其是繪畫事業也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至明
末，以程嘉燧、李永昌等為首的一批文人畫家，上溯宋元繪

畫傳統，取法古代繪畫大師，崇
尚簡淡自然的繪畫風格，創作融
於一體的山水畫藝術，抒發強烈
的個人情感。他們多以新安地區
為活動中心，書畫交遊、師徒授
受，形成一個全新的藝術群體，
為後來新安畫派的出現與發展壯
大奠定堅實基礎。明清易代，徽
州地區的畫家紛紛選擇以筆墨狀
寫故國山河的創作之路。以漸江、查士標、孫逸、江之瑞、
戴本孝、鄭旼、程邃等移民畫家為骨幹，逐漸形成了蔚為壯
觀的龐大畫家群——新安畫派。他們善用筆墨，以家鄉山水
為造化，以線條為表現媒介，以荒淡孤寂為性情表達，從而
創作出一幅幅驚世巨構。隨清王朝統治的逐漸穩定、社會
生產的回復與發展，新安畫派的創作思想也逐漸向新的筆墨
領域轉向和拓展。第二、三代新安畫家，如謝紹烈、方士
庶、江士相等，開始走出困惑低迷的創作困境，積極借鑒和
吸收不同畫派技法，一改冷寂孤傲的畫面風格，創造出豐富
生動的山水畫作。他們筆下的自然山川為之煥然一新，為畫
派的生存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是次畫展由河南博物院、安徽博
物院和鄭州博物館聯合主辦，展出
60件作品，其中包括程嘉燧、李永
昌、漸江、查士標、戴本孝等大師
作品，既代表新安畫派最重要的繪
畫特色，也是中國繪畫史上重要的
組成部分。展覽將持續至12月26
日。

新安畫派作品展
呈現水墨徽韻

宋彥軍工筆畫展 筆墨中思辨人生

于湧居滇18年，找到了真愛——古
物舊器與納西太太。他起初來雲

南是為台灣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李霖燦
先生送信到麗江，尋找幫助過他的雲南
朋友。多次往來後居停麗江，先後開設
了雲南第一個私立博物館——徐悲鴻夫
人廖靜文題名的「麗江民俗舊器私立博
物館」，後又為生計開了「綠雪齋」8
號餐館，之後又開辦了麗江雅集藝術創
作工坊，到2014年移址昆明，開辦了
「綠雪齋藝術館」。上山撿柴、下水摸
石，與舊器為伍、同古物對話，于湧陸
續創作了百多件古木雅石殘陶裝置作
品。他沒有為日常生計賣掉過一件作
品，長髮飄逸的浪形之下小心保持一
顆藝術的童心。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李德
利教授評價他的作品「化頑石為神
奇」，加拿大安大略皇家藝術學院朱軍
山稱讚他「應用巧思造就了一個個妙趣
橫生的藝術品」。
台灣「大男孩」蔡振源在廣告界打拚

多年，喜歡說「生命太珍貴，不能讓生
活留下遺憾」。為兌現「與小孩一起成
長」的諾言，辭職跟小孩陪讀了6年。
小孩說「學校的菜不好吃」，他樂顛顛
地外出買肉，把小孩催成了一米八五的
個子。太太看不下去了，說「蔡振源你
走吧，不要留下遺憾」。周遊世界，蔡
振源在雲南踩了剎車，常居已是第四
年。「明天永遠有下一站，一個能讓人
停留的地方便是好地方，雲南有多爽我
知道。過去整整兩年沒有畫畫，第三年

開畫了，辦了四次展覽。為什麼？許多
人對我的朋友說，你們被台灣人騙了，
他不是什麼畫家。我要為朋友洗刷不白
之冤，畫了一批。」蔡振源在雲南舉辦
了四次展覽，他的水彩畫創作打破傳統
技法，以獨特的審美視角表現內心情
感，在水彩畫傳統技法上融入國畫寫意
意境，巧妙處理光線、透視、色彩等元
素以營造表現的氛圍，在技法上中西融
合，具有極強的表現力及感染力。國外
專業藝術機構評點其作品具有「心靈療
傷」作用，能拉近觀眾與作品的距離，
引發心靈共鳴及精神溝通。
「大海的潮水退去時，水與沙摩擦的

聲音，就是潮騷。」蔡振源把自己的作
品集起名《潮騷》，然後寫道：「我們
似乎只能在大浪退去之後，才敢說上幾
句真心的話。」于湧與蔡振源相識於昆
明的一次展覽，看見雲南撫摸鄉愁的
「心電感應」以及對藝術的苦苦追求，
使他們一見如故，隨性之中又合辦了
「印象．真情」——兩個台灣藝術家眼
中的雲南作品展。
蔡振源每天都以詩的方式發微信，抒

情到爆。對雲南，他是個新來者，要表
達「雲南印象」，行家里手認可嗎？蔡
振源很自信自滿：「我就是要破，破以
往的印象。我不要那些老得要死的山山
水水，那與照相機無異。我的作品我的
雲南是獨特的，有我的情懷在裡邊。雲
南已經被許多人畫爛了，沒有寄予、沒
有情緒，生產的只是一堆摧毀自尊、摧
毀美感的東西。雲南最美的是情感，
沒有情感的作品猶如華麗的裝飾品，
與藝術無關，讓畫說話，才能看見雲
南。」
作品研討會上，雲南省美協副主

席、雲南藝術學院美術學院副院長陳
流說，兩位台灣藝術家的創作從尋常
中發現了藝術生命，呈現了一個不一
樣的雲南。著名畫家陳饒光說，時下
大量的藝術家是拿別人的眼睛來看我
們自己的東西，而兩位台灣藝術家是
回歸藝術真正的本真。

■藝術簡歷
「我只是一個台灣來的愛畫畫、愛寫心情文字的簡單男

人而已。好的作品會感動你，打動你的絕不是那些漂亮的
頭銜，你也不會為燙金的頭銜買單吧。」

■藝術市場
「收藏我作品的人不是比誰的價格高，而是比哪個的錢

少。錢少，與我的情分就高。免費的，最鐵。畫在喜歡的
人手上，在懂的人手上，作者與藏家完成了一個生命的構
建過程，值得擁有、值得珍惜。」

■藝術心路
「我幾次辦展，有人在作品面前淚流滿面，甚至嚎啕大

哭，為啥？感動、心動、心痛！藝術作品呈現了自然的光
芒和溫度，觸動到了人們內心最柔軟的地方，引發了共
鳴，情緒被釋放，美的力量被瞬間爆發。我不要全世界拍
手，我只想一雙懂的眼睛。不能感動身邊人，如何撼動世
界？沒有愛就沒有創作、就沒有美。」
「當越來越多的商業模式滿天操控之時，藝術的靈魂就

出不了竅，被綁得嚴嚴實實。只要有一種技巧就能找到上
百種技巧，藝術家值得炫耀的不是技巧技法，技巧不是關
鍵，關鍵是情感，炫耀的是情懷，畫掛在牆上釋放的是綿
綿不絕的情緒，十年二十年仍然有溫度。」

兩個台灣藝術家的兩個台灣藝術家的「「潮騷潮騷」：」：
藝真至美藝真至美

撿自玉龍雪山周邊的木頭、從金沙江河谷串翻

出的石頭、遺棄在建水碗窯村窯口的殘件，連同

20幅水彩畫，在雲南綠雪齋藝術館，共同構建

了「印象·真情」——兩個台灣藝術家眼中的雲

南作品展的藝術空間。雲南省作協名譽主席黃堯

從上午十點一直觀展到下午五點，與兩位台灣藝

術家于湧、蔡振源不停探討藝術與審美。71歲

的天緣藝術館館長、雲南民族民間文化遺產保護

與開發協會會長劉偉說，于湧的創作把木頭給喚

醒了，而蔡振源的水彩作品有情有魂，他們用情

用命表達了對雲南執的熱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和向紅

■藝術簡歷
「我不是『藝術家』，自己只是個『藝術+』，永遠在學習的路上，不停

地將傳統中國藝術元素整合融匯。」

■藝術感悟
「木頭和石頭，不僅是創作材料、靈感源泉，也是我思想軌跡的記錄者

和見證者，是傾聽者，是守望者。藝術的價值在於是否能打動人心。
我只是純粹地做我自己的東西，隨性而作，用真心去做一件東西。經過

高溫鍛燒出來的陶器沒什麼殘品、優品之分，所以我就重新用我的角度詮
釋了一些東西，做了一些東西。我想這應該是取材生活、道法自然吧。」

對話蔡振源：
炫耀的是情懷

對話于湧：只是「藝術+」

■蔡振源的雲南印象作品對具象與抽象的
處理恰到好處。

■■蔡振源作品蔡振源作品《《無題無題》》

■■台灣藝術家蔡振源台灣藝術家蔡振源
攝影攝影：：記者和向紅記者和向紅

■■台灣藝術家于湧台灣藝術家于湧
攝影攝影：：記者和向紅記者和向紅

■于湧作品《吉慶有餘》

■于湧作品《天雨流芳》

■■于湧作品于湧作品《《無弦琴無弦琴》》

■■宋彥軍作品宋彥軍作品 戚紅麗戚紅麗攝攝

■宋彥軍向觀眾介紹作品。 戚紅麗攝

■■新安畫派畫展正在鄭州博新安畫派畫展正在鄭州博
物館舉行物館舉行。。 馮雷馮雷 攝攝■■江士相江士相《《富春歸櫂圖富春歸櫂圖》》手卷手卷（（局部局部），），清代清代 馮雷馮雷 攝攝

■雪莊《木蓮花圖》，
清代 馮雷 攝

■于湧將殘陶注入了新的
生命，圖為作品《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