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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李洋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造型语言因素的矛盾统一，这些相互冲突的因素，浓缩了当代中国画的
若干尖锐问题，只是由于李洋性情平和，具有兼容并蓄的实验心态，使问题的呈现没有采取极端化的
形式。事实上，由于李洋对于现代水墨材料的广泛探索和对抽象水墨的执著信念，使得他的实验加强
了绘画中艺术语言诸因素的张力。面对李洋在创作中提出的问题，我们更清晰地感受到当代中国画发
展进程中的困惑和趋势。
首先是对待生活的态度。与某些自娱型文人小品不同，李洋选择太行山的农民作为主要创作内容，十
年来每年都要下乡，寻找生活的感受，他作品中的形象，包括山、石、鸟、羊，均来自现实概括。但
我们如果想从李洋的作品中寻找某种明确的主题则是困难的。在李洋的绘画中，农民形象转化为一种
符号，李洋更关注的是画面本身，自然界中的形象通过筛选、过滤、变异而进入绘画，成为主观的心
象。主题不明确并不是说缺乏内涵，在李洋笔下，山石云鸟与人物共同组成—个变幻不定的梦境，其
中深深渗透着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明快亮丽的设色，来自黄土高原与阳光的记忆，重叠透明的套染
效果，传达了万物生机勃勃之感，而人与羊、人与山的局部形象同构，则具有强列的表现与象征意义
，这正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物画的重要特征之一。李洋在作品中传达了他对生活的深层感受，而不
是表面的视觉真实和直观的功利评价。在这里，绘画与生活的关系，转换为绘画自身寻求纯粹性的语
言探索；对生活的理解与热爱。转换为对造型结构与表达方法的探索热情。来自生活的形象成为符号
化的构图因素，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场景逻辑，成为画家谱写画面旋律的基本动机。这种对生活形象
的抽离，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物画的重要特点，它所带来的直接困惑就是，符号化的人物在被过滤
掉个性特征与社会背景之后，它将表达什么样的文化意味与时代气息？是否将作品中的“现代感”，
从描述性的形象再现转移到结构性的语言组织？很显然，李洋所描绘的农民形象与生活情趣是一种返
朴归真的向往，其中的现代性，并不在于现代生活的场景，而是能过符号化、抽象化的语言探索，体
现出对传统文化及艺术规范的批判性审视。
从视觉的感受来说，李洋作品中最为直观的矛盾是色彩与水墨的关系。这也是近代中国画发展的一个
难题。明清以来的水墨文人画的发展，几乎将色彩逐出中国画的园地，以墨分五色的虚拟对比，达到
程式化的象征性满足。从海上画派开始，为满足市民、官商阶层的视觉趣味，任伯年、吴昌硕(乃至后
来的齐白石；)不同程度地引入了明快艳丽的民间色彩，但基本上仍以水墨为骨。在李洋的作品中，色
彩在纯度上相当醒目并且发展了色彩的构图意识，大块的墨色与红、黄、蓝、绿的色域穿插交织，使
作品具有了某种抽象性构图意念和视觉张力，应该说，这是李洋对中国画色彩运用的成果。但李洋仍
以墨为骨，以传统的勾勒，生发出多变的线与形体，随后的色彩渲染，固然有凭着感觉与兴趣的自由
随意，但却时时注意到画面的结构需要。在当代中国画人物画家中，李洋对于色彩的运用具有鲜明的
特点，一是不留空白，如同西方绘画对于整体画面的色彩覆盖；二是色彩来源于民间色彩的鲜明与主
观，而不是写生色彩的逻辑配置；第三则是水的大量使用，使色彩在宣纸上具有充分的渗透互化与透
明(透明性，曾经是卡塞尔文献展一位波兰籍评论家对东方绘画的评价之一)。李洋作品很像两张独具
特色的印刷底版的重叠，一张是墨线勾勒、随意生发的形象，一张是自由渲染、烟云缭绕的抽象色彩
构成，将这二者结合为一体的，是画家称之为“心灵抽象”的视觉意识。在这里，我们又—次看到李
洋作品中矛盾的张力，—方面是对于现代艺术“画若布弈”的形象自由生发的创造性，另—方面，是
把握抽象性的线条与色墨律动的抽象构成。李洋的创作，实质上是从感觉出发，从线条与色彩的漫步
开始，通过画面上诸因素的隐藏与显现、冲突与互补。达到理性把握下的系统化秩序，在这一过程中
，最初的艺术感觉转化为理性化的语言结构。这里李洋遇到的矛盾仍然是国画的基本问题，将一种心
灵的自由活动，畅神抒情的书写性用笔，最终纳入一种结构性的视觉构成，最初的生动性如何在多遍
的渲染制作中得以保持?中国笔墨心手相应的敏感性如何与规范化的肌理效果相谐调?
由此涉及到李洋对中国画的革新态度。一方面早在1985年前后，李洋就开始了在宣纸上进行丝网压印
、喷墨、绉纸等多种现代水墨技法的研究，以后又在中央美院开设了“现代水墨材料技法”课，从水
墨构成与形式分析的角度去研究中国画中的形式法则、另一面，李洋又强调，无论怎样的手段，怎样
的观念指导，一定要站在中国画的立场上研究，无论使用什么物理手段，加入什么化学成分，不能离
开传统的宣纸和墨，不能改变水墨画的基本特征。可以这样说，近现代以来中国水墨画的基本特征，
是由宣纸，毛笔和水、墨形成的一系列的技法规范，对于媒材工具的变革，必然冲击传统的水墨语言
，在毛笔之外，也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中国画发展的可能性。李洋对于水墨画特性的坚持和对于现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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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材料技法的热情，可能会加大他的实验的难度，目前看来，他作品中的笔墨语言与材料技法之间的
张力，仍处于较为均衡的状态，矛盾的尖锐性由于画家以笔为主、以墨为骨精心组织而有所缓和。但
这一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它将在李洋今后的创作中．以具象与抽象，色彩与水墨等矛盾形态再次出
现。李洋将在走向抽象形态的过程中，再次遭遇中国传统笔墨与现代材料技法的冲突。一方面，传统
笔墨是笔随心运、高度自由的，但同时又有程式化的因袭之弊；而现代材料技法在拓展了语言表达的
可能性的同时，也有制作方法的重复与肌理雷同的可能性。
在上述生活的具象的与抽象、色彩与水墨、线的运动与肌理结构等矛盾的背后，蕴含着近代中国画变
革的根本问题，即从西方引入的学院艺术教育特别是写实再现性的近代西方造型语言，对传统中国画
的变革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本质性冲突？我们已经看到建国以来学
院化教育对中国画转向现代，面向生活，提高造型表现能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看到在社会的功利性
要求之下，中国画弱化了自身的水墨语言与写意精神，在过多的生活再现与形象制作中，服从于现实
中的功利需要。
李洋的创作，试图走出这种对立，他以平和之心看待中国画的艺术语言，特别是丰富毛笔以外的表现
技法，走中西融合的道路。李洋认为，中国画不能以闲情逸致参与现代艺术，中国画已进入追求纯粹
绘画语言的时代。我对此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但对于作为学院教师的李洋，执著地探索现代水墨材料
技法，拓展中国画的语言边界深表理解，对他的工作和未来的发展寄予期望。李洋已以走过了十余年
的创作道路，他想运用东方的线造型，吸收西方绘画的色彩经验，以中国的墨韵理论为主体，构成具
有现代中国画审美特征的新型绘画的样式，或许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确实是具有吸引力，值得
为之献身的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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