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宁波美术馆主办宁
波第一届当代艺术展，王之琛作为
参展艺术家不仅展出了水墨作品，
还展出了一件利用现成物做的、体
量很大的装置作品。开展之前，他
积极协调本来属于美术馆的各种
展前准备工作，其间不时有人喊他

“王总”。后来随着交往的深入，才
得知他是美术科班出身，起先做了
一名教师，后来又投身商海。记得
与他聊天时，他曾多次说过，中国
近现代艺术史上很多成就斐然的
艺术家，一生没让毛笔干过。“没让
毛笔干过”——这么多年来，王之
琛对艺术孜孜以求，正是以这句话
不断鞭策着自己。

尽管一直在两个平行的世界间
穿梭，一个是浮华的商业世界，另一个
是完全沉浸在与自我对话的艺术世
界。这两个世界可能相互影响，比如他
的商业空间就具有很浓的艺术气息
和格调，但王之琛是真的热爱艺术，艺
术之于他，或许就是一剂自我救赎的
良药，而在我看来，艺术让他的生命变
得更丰盈、更立体、更有意义。

王之琛的艺术之路跟很多从
事水墨画创作的艺术家一样，从学
习书法和临摹古代经典作品开始，
后来逐渐向现代实验水墨蜕变。可
是，他又执着于对笔墨的极致追
求。应该说，浙派山水重笔墨的传
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更甚
者，他把笔墨看作中国艺术的精髓
所在。在他看来，中国水墨画可以
革命，绘画形式可以变，但是笔墨
传统不能丢。然而，如我们所知，水
墨画中的用笔用墨技巧不是一蹴
而就的，它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练
习才能获得。中国历史上很多文人
墨客，临帖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王之琛从未间断过书法练习，
他多次强调他的艺术根源是书法。
再联系到王之琛的生命经历以及
从业背景，我们可以认为书法之于
他，不仅是其艺术的根源，亦是他
身心修炼的一个道场，获得生命意
义的一条重要路径。书法用笔是王
之琛创作水墨画所要追求的重要
艺术方式。他的传统水墨画，师承
书画大家潘天寿先生，画面大开大
合，笔墨精神十足；他在创作材料
方面大胆创新，用金墨使画面呈现

出一种金灿灿的富贵之感，同时又
不失笔墨精神。然而，在笔者看来，
他的金墨画的重要意义还是要从
书画与人生的关系上去理解，如果
书画是一位艺术家进行自我精神
修炼或人生修行的方式，那么，王
之琛的金墨画似乎表明：艺术创作
未必只能在画室或书房里进行，而
是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事实上，王
之琛确实这么做了。

王之琛后来又开始尝试“鞭
墨”，具体而言就是以麻绳、钢丝、
毛竹等不同质地和硬度的工具为

“鞭”，蘸取或吸纳墨水，结合矿物
色料、丙烯，在纸张或画布上通过
投掷、拍打、滴洒、拖拉、搓揉、滚动
或摩擦等方式，形成粗细、浓淡、软
硬、大小、形体和力度不同的痕迹，
进而构成图像，甚至加入石英砂、
金粉等，拓展为金墨或综合材料作
品。由上定义，我们可知“鞭墨”是
一种创作方式，它所使用的工具，
突破了毛笔的局限，把人们日常生
活中常见的工具材料变成了创作
工具。还有，他所使用的材料不限
于水墨，而是运用多种材料来达到
预期的艺术效果。

最后是创作方式发生了质的
变化，由书写变成了“投掷、拍打、滴
洒、拖拉、搓揉、滚动或摩擦等方
式”，这意味着他把属于精英的、精
神性的“书写”（中国水墨画自古以
来以“写”称之）转变为一种身体的
运动。王之琛的“鞭墨”不仅扩充了
作画的工具和媒介，也把具有精英
化特征的艺术给大众化了，进入了
日常生活空间，司空见惯的材料或
工具都可以成为创作的媒介。此外，

“鞭墨”的创作过程，也改变了传统
的作画习惯，传统的作画过程心、
手、笔达到高度统一，心控制手，手
执笔，笔饱含墨与水，在宣纸上缓缓
展开⋯⋯尽管也强调“神来之笔”的
艺术效果，但更强调心对绘画过程
的把控。而“鞭墨”则不同，除了全程
需要心灵的参与，身体出场了，身体
带动着胳膊和手拿着不同的作画工
具在画布或宣纸上运动，更大程度
上超出了精神的把控，在激情和理
性、技与反技、当下与传统之间，展
开身体的运动，画面也缓缓显现出
来。所以，他的“鞭墨”不仅是一种

创作手法，也是生命展开的过程。
从这个层面来说，他可能把生命理
解为一幅画了。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王之琛
的水墨实验遵循着现代实验水墨
的内在逻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
后，实验水墨向着抽象化的方向发
展，很多艺术家，像邱志杰的《作业
一号：兰亭序重复书写一千遍》、丁
乙的十字架重复系列、李华生以及
余友涵的抽象系列作品，表现出某
种共同的创作特征，那就是抽象重
复、形式繁多的表象特征，而不再
把先行的观念强加于作品之上。著
名批评家高名潞先生把这种现象
称之为“极多主义”，后来他在《意
派》中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化，
如其所言，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和构
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那些重
复相似的系列画面，那些构图中的
方块、点和线，既不是要预示物质
的纯粹化，也不是要隐喻背后的精
神性和理念，而是一种“积累”。它
类似于日常生活中人的劳作过程，
是一种非常集中的精神劳作，是艺
术家与物对话的过程。所以这些形
本质其实是无形，无形是日常生活
中的重复琐碎的感觉，或有点像流
水账的积累。我们再回到王之琛的
创作，他一方面对传统水墨的认知
具有颠覆性，另一方面他又与当代
实验水墨的发展趋势暗合。他的综
合材料绘画作品的画面效果也趋
于抽象，创作方式具有高度的重复
劳作性的特点，不以追求绘画背后
的隐喻或意义为主旨，而是在与物
对话的过程中，显现生活或生命的
重复与琐碎。此外，他一直秉持着
传统水墨的审美特性，实际上他在
坚守水墨艺术之为中国艺术的底
线。这与二十一世纪初很多艺术家
和策展人尝试着让中国当代艺术
走出“被殖民”的境遇相符合。王之
琛的艺术探索和实践是对中国当
代艺术发展过程中的身份焦虑的
直接回应，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地方
性的（他特别强调他出生和生活的
地域宁波宁海），而最终要解答的
是 何 谓 中 国 独 有 的 审 美 性 的 问
题。

(匡景鹏，艺术史博士，四川美
术学院副教授)

根据敦煌研究院第
三任院长樊锦诗老人生
平事迹改编的电影《吾
爱敦煌》，影院排片量
很少，且放映时间不是
在中午饭点，就是于夜
半时分。而出于对樊老
一生坚守敦煌精神的钦
敬，和对片中樊老饰演
者陈瑾演技的期待，笔
者还是忙里偷闲欣赏了
这部主旋律影片。

传记电影难拍，因
为并不是每一位传主都
有跌宕起伏的传奇人
生。像樊锦诗老人，她
的经历说简单也简单：
24 岁从北大历史系考
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
到敦煌研究院，然后便
驻守西北荒漠，工作了
整整一个甲子的光阴。
退休之后，她受聘为敦
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继
续为敦煌文物的保护发
挥余热。所以说拍这类
影片，有点像写命题作
文，一般就是线性叙
述，着力突出人物的精
神品质。《吾爱敦煌》
的优处在于，它以自身
质量证明：传记电影，
但凡用心，也可以拍得
至美至纯，感人至深。

陈瑾在该片北京首
映式上曾表示：她以前
演的角色，大多属于

“无中生有”型，或是
作家创作，或是编剧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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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2 日，“凫溪顽石·王之琛艺
术作品展”在浙江省美术馆举行，我市画
家王之琛以全新现代观念和艺术技巧创作
的 60多件金墨、鞭墨系列作品，亮相西
子湖畔的艺术殿堂。

王之琛，1965 年出生于浙江宁海，
1988年毕业于宁波师范学院，结业于姜
宝林中国画工作室高研班和中国国家画院
胡伟综合材料绘画高研班，现为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宁波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宁波市玖玖美术馆馆长。他还是宁海温泉
文化艺术村创始人。

早年，王之琛醉心于传统水墨。近年
来他以饱满的艺术激情，大胆探索水墨艺
术的现代转化，尝试“指墨”“金墨”“鞭
墨”“综合艺术”等创作形式，确立了淋

漓泼辣又柔韧丰盈的线性艺术语言。作品
《怜鸣》《大地的伤痕》《广厦汗碱》 等，
先后入选全国（宁波）综合材料绘画双年
展，作品《雄关漫道》入选第十三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著名画家姜宝林评价王之
琛作品“在点线面以及色彩线条的尝试
中，在动与静、冷与热的情绪交织下，恰
似灵肉双重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翻卷
出艺术家对客观现实的感受和将生命体验
汇入万千心像的追求”。

宁海偏于一隅，固然缺乏大都市浓郁
的引领风尚的艺术氛围。但对于一位有追
求、有才华的艺术家来说，他仍然可以通
过自己的瞭望、思索、游历和不断实践，
行走于现代艺术的前沿，让这片植入了潘
天寿艺术基因的土地风华重现。

我以前看得更多的是王之琛的早期纸
本作品，近期的综合性作品看得很少。今
天到了展厅，看到他那么多不同风格的原
作。我要修正我刚才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一，看到后我感到震撼。这样一个
综 合 的 艺 术 给 人 以 “ 真 、 善 、 美 ” 和

“高、大、上”之感，有强烈的艺术冲击
力和感染力，这就是当代艺术的核心。我
看到王之琛有大师气象。

第二，他有深厚的学养，创造出风格
独特、语言丰富的艺术样式。学养丰富，
是指王之琛传统书法功底扎实，对中国笔
墨有深刻理解和深度实践，有西方艺术的
滋养，有民间艺术的熏陶，有中国古典艺
术的审美。他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并予以
吸收、强化、放大。

第三，他的艺术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我看了他的画，每一幅都非常难得。给人
的视觉感受强烈而刺激。为什么？他的综
合修养体现在每一幅作品里，他画的每一
幅作品都有激情、有想法、有追求、有审
美。他不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画、西
洋画或者什么画上。他站得更高看得更
远，既看到了东方的，又看到了西方的。
我在他的作品里看到了笔墨精神，看到东
方艺术之美。他的画让人感动，对我启发
很大！因为我以前看到他纸本水墨的东西
多，现在他把上面提到的这些融合起来，
找到了自我。

在我看来，他的具象作品并不完美，
越抽象越显示出他丰富的想象力和敏感
性，他的美学高度。他原来那些山水花鸟
还是受到传统的影响，并不理想，我希望
他发挥自身优势，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往
前，把作品推到更高的水准。

宁海拥有潘天寿这样的艺术大师，现
在这块土地上又冒出了王之琛，我感到非
常欣慰。我不是说王之琛有跟潘老一样的
艺术地位，但他有这个潜力、有这个方
向，这就够了。

（姜宝林，著名画家，现为中国艺术
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李可染画院副院长。
本文根据姜宝林先生在“凫溪顽石·王之
琛艺术作品展”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他有了大师气象
姜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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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琛正在创作鞭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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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即便生活中有原型，也已进行了艺术典型
化处理。此次饰演樊锦诗，老人就在眼前，她
的为人，她的事迹，她的成就，真真切切。陈
瑾直言自己退缩过，觉得樊老的那种精神情怀、
理想高度、人生境界，都是自己遥不可及的。然
而她可是拿下过金鸡、百花、华表等一系列电影
奖项的实力派演员，其演技在业内外有口皆碑。
所以最终陈瑾还是克服重重困难，饰演了“敦煌
女儿”，并让她在银幕上大放异彩。

《吾爱敦煌》的剧本相当扎实。樊老写过一
部名为《我心归处是敦煌》的自传，这成为编剧
完成案头工作的“源头活水”。“一剧之本”立住
后，陈瑾抓住了人物的“魂”，展现出她那瘦弱身
躯内蕴藏的对中华文物瑰宝深入骨髓的热爱，
表现真实而富有层次感。樊锦诗是一个在平凡
中凸显伟大的人物，她也有自己不断成长成熟
的过程。一开始，初来乍到，虽意气风发，然
缺乏经验，便在前辈的指导下，埋头“修洞
子”。待她自己担任了院长职务，不得不兼顾

“洞内”和“洞外”两方面的情况。片中有场
精彩的重头戏，是樊老和开发商吵架。商人瞄
准了敦煌莫高窟的商业价值，提出融资、上
市，大力开发此地的旅游资源。可有着千年之
龄的石窟怎能承受每日大量的客流呢？樊老自
然极力反对。商人于是气急败坏，说什么“敦
煌是大家的敦煌，不是你樊锦诗一个人的敦
煌”。樊老着急起来，也是骂人不带脏字：“你
们这样搞，和当年的王道士有什么区别？”大
家都知道，在敦煌历史上，曾遭受过一次人为
的浩劫，即王道士盗取敦煌文物卖钱。樊老吵
架后，走到室外，坐在树荫下的石凳上。但因
生气，扶在膝盖上的双手仍在剧烈颤抖。樊锦
诗老人说过一句话：做儿女的要守护父母，而
我们作为敦煌的儿女，自然要尽全力守护好莫
高窟，此心不改，此志不移。

影片最后的彩蛋给观众带来莫大惊喜：樊
老本人出镜！观众立时感觉陈瑾演得太像了。
陈瑾本人高瘦，但她化上老年妆，套上老年羽
绒服，双手往身后一背，走在敦煌文物研究院
外的廊桥上，那步态，连樊老的同事也啧啧赞
叹：真像，真像樊院长！镜头一转，陈瑾又换
回自己大衣，筒靴的装束，又美又飒。偏偏当
她站在矮小的樊老身边时，宛如孩子般谦逊。
老人带着她观壁画、看图册，散步聊天……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保护文物，
就是要保护文物的原貌，传给子孙后代。”《吾
爱敦煌》讲述了一个人的人生，而她的人生又
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敦煌美轮美奂，
独一无二的石窟壁画艺术是悠久历史的华美写
照，也是高贵精神的物质载体。影片拍出了敦
煌的大美和敦煌人的大爱，它们如荒漠上一弯
新月，冰天雪地上的万里恢宏。乱云飞渡下，
樊老从壮志青年成
为皤然老妪……岁
月沧桑，石窟历经
千年风霜，依旧巍
然屹立……

天明天03号（综合材料绘画） 2022年

筑境写心（鞭墨） 2022年

伍山石窟（指墨） 2022年

月出江静（金墨） 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