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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幅中国画《话说徐霞客游记》，即将以出版

物和展览的形式与公众见面。 回顾这个选题研发

到创作的过程，不由浮想联翩，感慨系之。

“用中国画独特的视觉
形式表现历史发展 、 城市文
化，反映时代精神，是我长久
以来不断思考和探索的艺术
创作课题”

如何用中国画独特的视觉形式表现历史发

展 、城市文化 ，反映时代精神 ，一直是我思考良

久、不断探索的艺术创作课题。 最近几年更盘桓

心中，久久不能去，时常通过阅读古典文献、国内

外写生与采风等机会强化意念，积累素材，以便

待情绪凝定、灵感到来时勾勒画稿，付诸实践。

2018 年 6 月，受有关方面委托，我创作了体

现上海城市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巨幅中国画 《上

海》（宽 7.5 米、高 5.4 米，已陈列于西郊宾馆贵宾

厅），聚焦这座城市渊源有自的红色文化、海派文

化和江南文化，力求艺术地呈现“这里是上海”的

时代映像，凸显城市建设与发展背后的历史厚度

与人文温度，并完美地展示作为中国“改革发展

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伟岸气魄。

这幅单幅面积过 40 平方米， 为迄今上海最

大尺幅的中国画甫一亮相， 即让人们所惊叹：这

就是我们眼中的上海。 《上海》之所以获得广泛认

同， 我想是因为它抓住了这座城市红色文化、海

派文化和江南文化交融互通的典型特征，在描绘

其过往历史、展现未来发展的同时，更捕捉到了

它当下的脉动。 聚焦石库门这一上海特有的建筑

符号， 就是聚集城市的烟火气和城市人的生活，

就是通过形象化叙说它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传

递和凸显它巨大的变化， 它所拥有的开阔眼界、

博大胸襟和能包容、敢创新的卓越的风采。

回想 2017 年加入由当时的上海市文广局等

单位发起的以描绘时代风采为主题的创作行列，

接手《“南大”蝶变》（450cm×240cm）巨幅中国画，

我就已试着从阐释宝山顾村“南大”地区城市发

展的轨迹出发来构思创作。 在我看来，要把一个

区域性的“蝶变”浓缩于一幅画中，既需有饱满的

创作激情充盈其间，又须得以丰厚的内涵，呈现

这种浸透着主观情思的客观，平面性的构图形式

展开最为合适， 倘再辅之以纵横开阔的空间形

式，就可以很好地表现出一种淋漓尽致、气贯全

局的体调与品格， 足以与上海城市发展的宏大

进程相匹配。 有幸的是，这一点我做到了。

此后， 我又着手大型中国画 《山高水长》

(630cm×450cm)的创作。 吟诵大诗人李白《上

阳台贴》“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

壮可穷”诗句，萌发了创作灵感。 心之所向，

素履而往，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冲动，催促我

寻四百多年前徐霞客的旧踪， 去实地感知他

“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 的雄心壮志，和

“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不畏艰险、勇

于探索的伟大精神。

从古至今，中国人都以“山高水长”来比喻人

之佳范或清誉，也间以状情意的深厚和恩德的绵

长。 由此联想到，上海作为欣欣向荣的国际大都

市，有着鲜明而独特的海派文化，它有如一个容

器，不仅兼容并蓄，海纳百川，还能面向未来，谦

逊地吸收外来文化， 同时又不忘自己固有的传

统。 就像汇集千商的码头和到达四方的通衢，是

世界文明的集散地，各种文明的交汇点。 所以，我

的这幅作品以《山高水长》命名，意蕴中国博大的

胸怀与深邃的传统文化汇聚于上海这座城市，并

力争用个性化的绘画语言讲好城市的故事，兼以

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以体现艺术的高度、深度

和温度，为主题创作和主旋律创作趟出一条更开

阔的新路。整幅画面绘制了 56 棵造型各异、昂首

挺立的苍松， 寓喻中华大家庭 56 个民族团结一

心、携手奋进，并用以象征中华民族坚忍勇敢、不

畏艰难的高尚品质与奉献精神。 2010 年上海世

博会举办时 ， 我曾也画过一幅 《海天松涛图 》

（218cm×66cm×6）， 作品以浩瀚的海天波涛为背

景，力求突出恢宏的气势，这些作品所描绘的自然

景观，其实都可视作对上海城市精神的一种反映。

接连创作十多件大尺幅作品之后，我脑海中

关于历史题材的创作意念愈见清晰起来。 我期望

自己的画既有历史的宽度与厚重，更崇尚那些内

容有勾连、笔法有传承、意境相统一，且有崇高感

的恢宏巨制，并认为惟此才能艺术性地展现中华

民族深层而独特的精神追求。

“瓜熟蒂落 ，百幅中国
画 《话说徐霞客游记 》是我
长时期渐进式文化沉思的积
淀使然”

在历年积累的 500 多张相同题材画稿的基

础上，我将百幅中国画《话说徐霞客游记》定位为

2019 年度创作的重点。全身心投入这种具有连贯

性的大体量创作，是我长时期渐进式文化沉思的

积淀使然，又是我久存心间的向往。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

不竭动力。 正是由于“时日弥久，积淀日厚；空间

益广，见识日深；历经艰辛，方见世奇”，《徐霞客

游记 》才光耀后世 ，才得与汉张骞 、唐玄藏并称

“游圣”。 现在，每年 5 月 19 日的全国旅游日，就

是依徐霞客游记开篇的日子确立，这既包含着后

人对先驱的由衷的感念，也是对他悠长游历的美

好的回望。

徐霞客身上体现的精神文化，突显着“创新”

的要素。 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质疑。 “尽信书不如无书”，人的认识总

会受到空间、时间的局限，这决定了人对真理的

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徐霞客每到一地，遍求地方

志书，加上实地考察，询问乡人，故能对前人书中

的错误多有质疑驳正，如嵩明游记所成《盘江考》

中，就多如此。

二是寻源。 “不到黄河心不死”，寻根山水，顺

江考察，是徐霞客的风格，其刨根问底的精神令

人叹服。他在路途极为不畅的情况下，仅凭双脚考

察出云南六大水系，令人叹服至极。尤其是在前往

嵩明考察杨林海子和盘龙江水系时， 是在从滇东

往滇南、顺南盘江考察回来、深入滇南数千公里的

基础上，第二次重入寻根北盘江源头进行的。

三是严谨。 为准确得出北盘江源头所在， 除

在嵩明一路寻游之外， 徐霞客还寻找南京金山法

师， 求同乡帮助他解答心中的疑惑， 将实地考

察、 翻阅前人史书与询问当地人相结合， 以求可

靠结论。

四是辩证。 徐霞客两次横穿嵩明， 以眼中

的高度与目测的距离， 把在杨林主峰看到的药

灵山， 以及从寻甸羊街看到的药灵山进行比对，

其通过比对分析、 多角度的归纳总结， 以准确

描述事物真实性的做法 ， 也尽显现辩证的认

识观 。

画家再多的想法，只有通过线条与色彩才能

在宣纸上变现，通过笔端一起一收刹那间的顿挫

与使转，才能宣泄并实现心中的创新理念。 画家

寻求创新之路，关键在于思想之变，在于自我理

念的更新与突破。 真正在艺术上有追求的画家，

应当既有在画斋中传神写照， 临摹古人的本领，

又能有漫游天下，出远门写生之特长，总之须“两

手硬”。

一个时代的画家， 必须关注时代之精神，探

究所身处时代的精神。 脱离时代精神的艺术，仅

是单调的概念和观念的图解， 绝算不得真艺术。

艺术总是要承载的，它首先应该承载的就是这种

时代精神。 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术作品，如

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直至今日，只要站到画前，

那个时代的气息依然会扑面而来，令人真实感受

到画家的宏大叙事。 石鲁的《转战南北》，把烽火

战争的场面予以人性化处理，陕北的黄土地恰好

烘托了伟人的胸怀与智慧。 陈逸飞、魏景山合作

的《占领总统府》以独特的构思再现了历史，充满

着浓郁的现场感。 还有罗中立的《父亲》，形象地

诠释了土地和人民的命运， 同样具有时代震撼

力。 其他艺术领域也一样，凡是凸显时代精神的

优秀艺术作品，电影也好，小说也罢，总是后人谈

到那个时代时绕不过去的标志。 鉴赏这些经典之

作，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时代特有的气息。 如

果今天我们的创作总是囿于传统题材，我们的追

求简单延续古人的格局， 那 100 年之后的人们，

如何从我们的作品中，获取今天这个时代的特有

信息呢？

“绘制百幅 《话说徐霞客
游记》，也是我探索中国画创
作变化创新之道的过程”

因此，绘制百幅《话说徐霞客游记》选题研

发项目的过程，也是我探索中国画创作变化创

新之道的过程。 自 2019 年 3 月起，随着项目

的推进与铺开，我的认知愈见清晰。

首先， 艺术创作必须有实地采风与写生

作支撑，走出画室，去寻找自然万物间仅属于

自己的符号语言。 一年间，我背着画架，携速

写本沿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跋山涉水，几乎走

遍了徐霞客踏访的每一处， 过程中时常会被千

奇百怪的峰峦地貌所吸引，并忍不住大声赞叹；

又时常被神秘而远古的旷野景致所震撼，止不住

流连忘返。 如此且行且记，画幅随着脚步延伸再

叠加，以致达上千幅之多。 直到今天，回念空山寂

寞，满目荒寒，被重岩叠兀生发出的我无限的遐

思，和因其雄伟的气势，而激荡出的使欲将宋画

神韵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自己的激情，是这样既

提升了对徐霞客人文精神的再认识，同时也真感

悟到自然之美才是大美，依然十分感动。 总之行

走之路就是发现之路， 只有用心用情细致体察，

才有发现的收获可得，才能夯实中国画传承与创

新的基石。 将写生稿转换成中国画的过程，就是

将自己采集于名山大川的气息与感受表达出来，

这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真正的二度创作。

其次，画家需要终身学习，尤须放开眼量，提

升认知，用实践提振自我的“精气神”，其过程与

人生同步。 画者要能独步天下，须首先具备敢于

“弃”的胆识，弃人所取和人之执著，又取人所弃

和人之轻慢，方有“坐残明月”的享受和“柳暗花

明又一村”的收获快乐。 把绘画作为终其一生的

事业，就必须在“弃”中守住寂寞，砥砺前行。 这样

基础扎实了，创新底气自然就厚重了。 黄山是徐

霞客四次登攀之地，作为山水画家，黄山当属必

去之处。2019 年，我又追踪其足迹，专程去了五台

山、恒山等地，前后 10 天时间，情绪完全沉浸在

游圣的世界里， 一边体味他当年的壮志壮行，一

边实地写生，留下了 50 多幅写生画稿。 更值得纪

念的是，沿途有许多创作思绪并激发，被催生。

山水画在中国画历史上为什么高于人物画，

而且最得到文人的尊崇？ 除去历史原因，不能不

说是因为它更能展现文人的心境和趣味。 中国艺

术在晋唐时就把自然之景与艺术家的心境融合

在一起，倡导艺术家走出画斋，置身于天地自然

间写生，是谓“寄情自然”，这决定了艺术是直接

导源于生活的。 当然，还包括自然与艺术的相激

相荡，相互生发，如将书法的线条引申到自然的

山水和花草生机勃勃的生长中，滋生出一种线条

的美感，等等。 这种来源于现场的“写”生，既不同

于简单的自然摹仿，而是赋予自然以主体的意志

和生命力；也不与西画那样对着模特儿缺乏情感

交流地描摹，而是把生命的创造力和自然的创造

力高度融合在一起。 此又是谢赫、张彦远等所力

主的“气韵生动”。 对于后人而言，它既是画家对

创作动力学的全面概括与总结，也是画家与自然

互动的真实记录。 写生过程首要突出的就是把自

然中富有变化的气息与生命尽善尽美地演绎出

来， 也即要重视自然中最富生命力的气脉的表

现，它既是自然的造化，又体现为画家笔墨与自

然美的互动。

于我而言，倾注全力创作百幅与徐霞客有关

的画画，还有一种特别情怀，就是深受江南文化

的滋养。 我生于人杰地灵的上海嘉定，自小受父

亲的熏陶影响， 耳濡目染诗词歌赋与书法绘画，

江南文化早已深植于心而外化于行。 尤其是，乡

贤前辈陆俨少先生毕生创作的大量诗文绘画，一

直是我景仰的楷模。 徐霞客的故乡江苏江阴地属

江南，文化可谓同根。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内心追

随徐霞客步履，用纸笔述说家国情怀的想法愈发

强烈。 在专程拜瞻徐霞客故居，仔细观摩每件藏

品，知晓其本事，尤其是他“一生只做一件事”的

精神后，一种如强大磁场般地吸引力，点燃了我

久久积攒于心的愿望。 于是，将愿望化为行动，提

笔完成《话说徐霞客游记》。

山水画是中国画的重要门类，通过刻画名山

大川来展现其背后精神层面的内涵，是对画家双

重的考验。 除了笔墨技巧之外，还考验画家必须

能提炼自己的思维，通过画面来映现前贤所要表

达的生活情趣乃至哲学精神。 以画百幅画的方式

来致敬徐霞客，如同跑一场马拉松，需要投入超

常的精力、专注力与意志力。 我希冀通过我的努

力，将视角聚焦于传统经典，为建立民族的文化

自信推波助澜。

具体地说，是在墨痕的线条、纸面的色泽以

及画面的意境上有所进步。 线条是中国画安身立

命之本，最重要的表现手段，它合乎绘画的二维

本质，依赖其划分区域。 “线”具有强烈的表现力，

“线”的造型与“一线二面”的认识，无疑是中国画

的精髓。 创作期间，我试图将不断更新的认知与

纯熟的技法融汇其中，展现出新的面貌。 其次，包

括墨痕在内的色泽应用力求引入新元素，“五墨

具备”与丙烯等颜料择量参与，让宣纸效果呈现

出特有的亮丽，而线条、块面、色彩营造的多维空

间通透，也力求有所改观。 至于画面的意境，则着

重在传承中有所创新，既显现宋画雄强刚劲之手

法，兼取元画典雅秀润的意味，探索将众多前贤

的笔墨语言在画面上合理贯穿，以现代人的审美

视角，营造“笔墨当随时代”的氛围。

总之 ，百幅中国画 《话说徐霞客游记 》的创

作，除了关注画画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关注文

化的传承，关注中国文化的家国情怀，如此不负

韶华，勇于担当，是吾深愿。

（作者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不负韶华，用画笔抒写家国情怀
———徐霞客精神对当下美术创作的若干思考

汪家芳

大英博物馆升级开放包括敦煌文物在内的
190 万张高清文物图像； 荷兰国家博物馆发布
44.8 亿像素级伦勃朗 《夜巡》 高清图； 荷兰
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公开能够 35 倍放大的维
米尔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高清图； 谷歌艺术
与文化联合新浪微博展开 “身临其境博物馆 ”

系列活动， 别样推送故宫博物院、 大都会博物
馆等一众博物馆中文化瑰宝的高清细节……连
日来， 全球各地著名的博物馆加速发放 “云福
利”， 也令大众对于文化艺术的关注与热情空
前高涨。

博物馆数字化， 已经成为锐不可当的一种
趋势。 其意义也远不限于建设数据库达到保存、

传播、普及藏品的目的。 这种变化不是疫情带来
的， 而是时代———据统计，2019 年中国的网民
数量已达 8.29 亿人，数字化休闲已成当下人们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经过数字化的博物馆藏品， 使观看不受地
域或时间的限制， 也使过去未见或看得不够仔
细的很多细节得以呈现。 比如深受中国观众青
睐的荷兰画家维米尔，他的作品不多，大多收藏
于全球国家级的博物馆里，通常也尺幅不大，很
多精妙的细节隔着栏杆的距离和玻璃罩的反光
的确很难体味。 以维米尔《绘画的寓言》为例，这
幅画的一条线索就藏在画中地图横杆及模特右
手的下方———画布表面清晰可见的一个小小的
钉孔，若是在这个地方钉上一根绳子，拉直后的
绳子和地砖、桌面形成一条直线。 关于这是不是
一幅对景写生的作品，素来众说纷纭，而这个细
节恰恰表明了画家以简单的几何原理运用了透
视法，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绘画方式。 近日公布
的超高精度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更让
研究人员首次发现， 画家竟然给这位少女的眼
睛四周画了若干精细的“睫毛 ”，画作背景也并
不如此前人们以为的漆黑一片， 而是绘有深绿
色布帘。 再看 44.8 亿像素的伦勃朗《夜巡》。 这
并不是这幅画第一次以高分辨率的方式被发布

到网上，但这个版本由于像素尤为庞大，进一步
使光照和阴影细节得以改善，上色效果出众。 人
们能在其中发现，真人大小的主角眼睛中伦勃朗
居然用了四种不同的色彩，描绘出一种极微小的
光效；伦勃朗利用光影来强调画中特定人物风格
的这种接近舞台效果的手法也被最大程度显现，

而这正是伦勃朗闻名于世的绘画风格。

形形色色的博物馆数字化应用也拓展着藏
品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教育之外延。这种特点在借
助于手持终端作为载体传播时显得更为突出。艺
术圈有这样的说法，观众在一幅作品前平均停留
时间为 5 秒。 短短 5 秒，人们又能对这件作品了
解多少呢？ 而在手持终端上的数字化展示中，往
往在开放高清图的同时配以各种解读。我曾经在
iPad 上下载过一个非常有趣的 App《韩熙载夜
宴图》。这个应用不仅是作品本身的数字化呈现，

还有诸如作品创作背景，韩熙载其人，其时人们
布置居所的审美趣味，各种乐器、舞蹈的介绍，甚
至画后的印章、题字都有详细阐说，涵盖了历史、

社会、风俗、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 比起在博物
馆排成一溜的展品面前走马观花、 匆匆路过，数
字化、 网络化的助力使我们能更深刻地了解展
品，理解其图像背后的意义和所处的时代。

藏品数字化的构建，网络化的传播，更是为
大众亲近博物馆以及文化艺术提供了一个绝佳
的窗口———毕竟，在网络不甚发达的曾经，有的
人或许连《虢国夫人游春图》《女史箴图》的名字
都读不全。 海外一个名为伊丽莎白·阿尼西莫的
13 岁小女孩通过 cosplay 还原出名画里人物
的场景、服饰，然后把名画上的笔触画到人物身
上，用相机拍摄后，酷似原作，这些作品最近在
网络上公布后立刻走红，带来极佳的传播效果。

藏品高清图在网上触手可及， 会不会给博
物馆带来线下的冲击？ 在网上满足了对藏品的
好奇心后， 是否会消解赴现场观看的热情和欲
望？ 对于这样的疑问，我曾做过一个小调查。 而
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持否定态度。 大多数人都
觉得即使线下会因为人多拥挤、 玻璃护罩反光
等因素造成观看效果不佳， 但现场观看仍然以
“可以近距离感受展品”“能与同行者产生交流”

等有利条件而拥有无法被撼动的地位。

我们需要看到， 数字化的背后还有诸多自
身无法克服的局限。 原作的气息， 宏大的史诗
感，散发的年代感，尺幅的完整感等等，都是无
法透过方寸大小的显示屏传达给观众的。 我曾
在乌菲齐美术馆看到波提切利的 《春 》，才知道

“印刷品，即使再精美也比不上原作”这句话的
含义。 虽然此前曾在美术史教材、画册、网络上
不止一次看过这幅作品， 有时其尺幅也会被标
注出，但当面对原作，我才知道原来《春》是那样
一幅巨作， 其间宏大叙事的气息是图片无法传
递的。 并且虽然年代久远，油彩已不复当年的鲜
艳， 但还能看到波提切利在描绘背景时并非平
涂，而是有底纹的。 而与藏品面对面的交流，也
有线上达不到的临场震撼和形式感、仪式感。 就
像读懂外滩的建筑， 只有当站在它们脚下的时
候才知道那粗斫的石块有多么地厚重， 才知道
什么叫气势。 此外，展览本身有它的叙事逻辑，

这是策展人的智慧和心血，作品的布局，前后的
顺序，每个段落，乃至每张作品间的距离 ，都是
精心策划的结果。 展厅的布置，作品的搭配，或
体现策展人的理念，或暗藏展览的意义。 更重要
的是，专业展厅灯光的布置，氛围的营造 ，是互
联网体验所不能企及的。 进入展厅，仿佛开启了
另一个时空，踏上了一段奇妙的旅程。

科技、网络发达的今天，我们真正应该关心
的或许不是博物馆的去留问题， 而是如何把观
众吸引到博物馆来， 如何把网民引流到博物馆
网站上， 如何把文化艺术类 App 加载到各种手

游、视频软件中去。 其中的核心和关键，我想大
约应该是如何给公众“讲好”名作的故事吧。

（作者为美术学博士，上海大学青年教师）

当数字化技术令藏品纤毫毕现
我们还需要博物馆吗

黄一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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