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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静听水墨——陈林干中国
画作品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展。

陈林干，又名陈霖干，号香花山人，别署
寿者同乡。1950年出生于浙江宁海，毕业
于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
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会
员、宁海县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四明画院
副院长。

陈林干始终重视传承与弘扬传统艺术，
坚持水墨藤树的探索，强化以书法入画，做
到串插有序，疏密相间，虚实相生，大气淋
漓，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表现方法与特色。此
次展览共计展出中国画作品55幅，以对枯
藤老树的表现为主，凸显“我便是我”的艺术
风格和艺术追求。

欣赏陈林干的作品，一幅幅山水在眼前
变换，近处草木葱茏，远处莽莽苍苍，浓淡相
间，疏密得宜。一股山瀑在绝壁之间狂泻而
至，瀑声隐隐，林涛如怒，滚滚若万马下山，
直看得人心驰神往。他的花鸟，有的画面饱
满振纸欲裂，中间线条穿插得密不透风，却
能做到繁而不乱，来龙去脉交代得笔笔清
楚。枝干粗细疏密得宜，萧瑟之中就有了一
丝生机。

笔墨老辣纯熟，图画立意大气，让您隐
约感到有股气势贯注其中，只要你静心体
察，那些错落有致的线条，或是浓淡相宜的
构图，使人不由浸润于图画宁静幽深的境界
里，继而在空灵中感受生命，在传统中追索
现代。

《美术报》首席记者蔡树农在《读陈林干
宜酒，其味醇也》的评介文章中说：“我敢保
证，陈林干是我见过的地方乡贤画家群体中
画得最有思想、有笔墨、有风格、有气局的出
挑画家，他的水准完全可以抗手学院画家中
的佼佼者。”

陈林干在自撰的《画展碎语》一文中写
道：“书画于我，无非是一种轻松逍遥的状
态，有一种将自己的部分生命和智慧交付给
别人的愉悦。”

因此，他画笔下的风景，对生活感悟的
表达与美学修养相互呼应，有着浓郁的人文
气息，这份投入和超越来自于他深厚的社会
阅历和多方面的艺术滋养。除了文学、诗
词、书法、金石等必修之外，他还研习历史、
文艺史论、哲学、音律等，使得他的作品中充
满一种大美。 记者 陈晓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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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出的徐仲偶山水画系列作品具有“实
验性”，占了这次展览的大部分，梅花和山水画主
题的作品充满禅意，与之前的创作既一脉相承，
又有创新。同时，作品中植入的传统文化元素如
汉字、传统乐器等又丰富了其文化性。

而在技术上，徐仲偶已经不再局限于版画特
有的性质，大胆尝试不同的语言表现，通过夸张变
形等方式来实现，同时通过版画与绘画结合的方
式，让有质感的线条与现代的审美大胆碰撞、融
合。《以山水画的名义》博得了现场众多人的关注。

“以花鸟、山水等中国传统特色的名义，将艺
术作品时尚化、现代化，哪怕是把画做成衣服到T
台上走秀，都让人觉得很时尚。”本次展览策展人
之一、宁波大学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马善
程认为，徐仲偶的艺术创作“激活”了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年轻人和现在的审美乐于接受这种传统
文化。

抽象和具象的对比，而具象又在牵引着联
想，并且暗示了抽象具有隐喻的可能。而这种抽
象与具象的有机和谐处理，体现出一种“间”的表
达。徐仲偶告诉记者，只有间接，方能够更为含
蓄地表达隐喻，造成一种诗意效果，这种诗意又
隐隐地透露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禅意
来。

“间”字，同时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化之间的空隙与交融的可能性所在，徐仲偶本人
谈及这一理念时表示，自己的这些创作是在中国
画的边界上，进行突破，“走出半步去”。他还认
为，现在是讲求创新的时代，艺术创作要与这个
时代有关，自己的创作也是追求创新。

可见，“间”，既是徐仲偶的艺术观念，也是他
的文化态度。

本次展览延续至7月 3日，市民可免费观
展。 记者 陈晓旻

艺术家与他身处的时代之间的关系
应该怎样？作品是最好的回答。

6月15日上午，由中央美术学院与
宁波大学主办的“间·之所在——徐仲偶
作品展”在扬帆美术馆开幕。宁波大学
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院长、版画
家、教育家徐仲偶携122件新作亮相。
作品用中国传统绘画语境与现代美术思
维相结合，用一个关键字：“间”，代表了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空隙与
交融的可能性所在。他说：“最好的状
态，就好像黄金分割线比例一样，才能产
生诗意、禅意。”

展出《以书法的名义》等代表作

此次展览主要展出徐仲偶的《核桃系列》《以
花鸟画的名义》《以山水画的名义》和《以书法的
名义》等系列代表作。

《核桃系列》是他多年探索的题材，创作自
1987年开始，持续十五六年。跨度之长，使得这
个系列充满了时间性所造成的意象多重性。

在内容上，核桃里包含了各种视角的所观，
例如仿佛从天上俯瞰人群，也有近视一件日常的
事物；既有万物生长的欣欣繁殖，也有光效应一
样的炫目恍惚；既有海浪淘沙一般的意象表现，
也有山水绵延的大地母亲的隐喻。极其丰富的
线条时而流畅，时而打结，表现出恣意与纠结的
状态，也是意象的复杂表现。但是时不时，徐仲
偶又会将注意力拉回到画面的中心，因为唯有中
心不断将各种意象收敛回来，中心就像一条红
线，贯穿着所有意象的内在联系。

《书法系列》则从传统的中国艺术元素中概
括提炼出墨与彩结合的抽象符号，这不仅是绘画
语言的转化，更是他追求艺术自觉、走向艺术成
熟的表现。

徐仲偶痛快淋漓地发挥了他对中国艺术的
理解：借鉴于中国的书法和篆刻艺术，在汉字意
蕴基础上，强调书法艺术的书写、笔痕、力量及速
度、节奏与韵律感。他的作品中有书法用笔的骨
法、力度、速度、节奏、韵律、笔势与章法，有“画道
之中，水墨最为上”之黑白关系的强烈对照。

作品的画面大多简洁有力，笔形结构有的像
大山，有的则如梅墨,有的状屋宇，有的却似藤蔓
——其实，它们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所有
这些，仅仅是对造化的体验，对自然的感悟，对现
实世界的虚拟表达而已，描绘出了一片特殊的意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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