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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画家在王小慧艺术馆办展
尼泊尔当代最著名画家、艺术家、国家

美院院长拉吉尼·乌帕迪亚·格雷拉在中国
的首次个人画展日前在苏州王小慧艺术馆
举办，这也是她在全球的第60场个展。

拉吉尼的作品充满了想象力， 传递了
人类的情感， 反映了对自然的追求和对生
命的向往。 作品准确地把握时代的精神，
运用独特的语汇形制， 匠心独具的民俗式
样， 以及取材于大自然的色彩元素， 呈现
出当代尼泊尔社会的视觉风貌， 引人入
胜、 打动人心， 成为受多元文化启发而进
行创作的象征性艺术家。 近30年来， 拉吉
尼分别在德国、 波兰、 英国、 意大利、 印
度、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举办过50多场个人
展览和联展。 作品被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
美术馆、 世界银行加德满都办事处、 印度
勒克瑙美术学院、 日本福冈市福冈亚洲艺
术博物馆和英国布拉德福德博物馆等机构
和私人收藏。

这次展示的拉吉尼新作品系列归结为
《愿望》主题，近50幅作品创作灵感大多来
源于作者2015年9月访问我国成都和北京

时的所感所悟。 展览由王小慧艺术馆和苏
州天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举办。

韦亦佳 （策展人）： 王远先生是我熟
悉和尊敬的艺术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王远先生的绘画创作逐渐由具象蜕变为
抽象 （此前他的具象绘画就有平面和构
成的倾向）， 并且令人意外地选用三角形
画框。 这条陌生而有魅力的艺术之路，
给他带来新的体验， 新的机会， 新的空
间， 新的构想。 这是他对视觉艺术的历
史广泛深入研究后的理性选择， 也是艺
术家的性格性情、 阅历学养、 审美趣味
形成的自然向往。

如同立体主义绘画产生的意义不仅在
于将多个视点的物象置于同一画面一样，
选择三角视窗的意义也不止于画框外形的
标新立异， 而是在于对几乎与生俱来的恒
定 “看法” 的质疑与突破， 在于冒险打开
一扇未知视窗的勇气， 在于执意要用自己
的眼睛观看世界的坚持。 三角画框， 颠覆
习见， 形成视觉冲击。 但端庄的正三角会
给人凝稳静穆之感。 令我们联想到端坐的
佛陀， 静立的雪松， 庄严的祭坛， 无言的
山峰。 在室内陈列， 有别致之美， 无违
和之虞。 如 《万牲园》， 画框轮廓造型凌
厉， 但艺术家营造的框内气象却波澜不
惊， 宁静致远， 五色氤氲， 情思缠绵。

画面富于变化又内蕴丰满： 或如星云密
布， 深邃悠远； 或如万类争荣， 生机无
限； 或如御风俯瞰， 辽阔壮观； 或如寻
幽探微， 精妙敏感。 画框与画框还可依
据空间和色调任意拼接， 有装置的意味，
有壁画的气势。 无限的可能， 无尽的解
读， 常给人新鲜的美感， 意外的惊喜。
又如 《天花》， 别开生面。

Janey （Elite 画廊总监）： 创新的艺术
作品与独特的艺术个性， 一个显著的特征
就是反常。 刷新常识， 打破常规， 这会确
立艺术家作品的识别度。 艺术家也要创立
品牌， 有助于为美术史添砖加瓦， 有助于
实现市场价值。

韦亦佳 （策展人）： 艺术家的品牌就
是其风格与个性。 如吴冠中所说， 是艺术
家的背影， 自己看不见。 水到渠成， 自然
而然。 构成品牌的要素之一是独辟蹊径。
王远先生不仅透过与众不同的三角视窗探
究万象， 表露心迹， 驰骋幻想， 绘画过程
也有许多 “无法无天” （王远语） 的尝试
与历险。

比如用 “自身也运行” （王远语） 的
中国水笔蘸取西画油彩在画布上随心勾
勒， 让灵动变幻的彩线笼罩色块， 弥漫画

面； 比如不预设终极的创作图式， 尽情享
受 “一丝不苟乱涂抹” （王远语） 的绘画
过程， 任由笔触随自己的思绪和心境游
走， 让无趣的表象逐渐隐去， 让意象和精
神逐步凸现， 由偶发和不确定孕育画面的
蓬勃生命和无限想象。

比如直接从自然物的色彩布局汲取灵
感， 使色调更为神秘微妙、 色谱更为丰富
宽广。

Janey （Elite 画廊总监）： 王远先生喜
欢将自己的作品称为 “涂象” 艺术， 与
抽象艺术比较， 这个称谓有什么特殊的
含意？

王 远 （艺术家）： 抽象艺术大多简
洁， 概括， 色彩对比强烈， 有很强的视
觉冲击力。 而我的抽象创作更接近 “涂
象” 艺术。 我喜欢一丝不苟地乱涂， 这
种一丝不苟是出于对文化的尊重， 而乱
涂则是本能的需要。 作品描绘的事物起
初可能是具体的， 由于不断遮盖， 线描
层层叠加， 变得越来越轻浮、 暧昧， 而
这些或隐或现的线描看似一丝不苟， 走
向却随心所欲， 抽象形体如展开的蝉翼，
像透明的水， 流动着愉悦而不确定的神
态， 给观众继续想象的空间。 这种 “涂

象” 更能拉近你， 让你贴近画面去揣摩
纷乱复杂线描中的事物。

韦亦佳 （策展人）： 我的理解： 在这
段话的语境里， 抽象偏于理智， 涂象偏重
本能； 抽象偏于结论， 涂象偏重过程； 抽
象偏于经营， 涂象偏重随性； 抽象偏于冷
峻， 涂象倾向温润。 这在他的作品中可以
得到印证。

“一丝不苟地乱涂”， 看似矛盾的准
确概括。 以诚实的态度， 用严谨的画笔，
随意识的流动， 借想象的双翅， 听感性的
指引， 去表现自己飘忽不定， 稍纵即逝的
感觉、 情绪、 冥想、 记忆……随意中有禅
意， 偶然中蕴必然。

我想建议王远先生用他乐道的 《道德
经》 中的 “三生万物” 作为展名。 因为他
作品中新的图式、 新的技法、 新的理念、
新的意象都源于三角。 三角视窗， 可能有
悖 “常道”， 但是合乎大道。

Janey （Elite 画廊总监）： 我相信， 有
新颖的学术命题， 有别致的视觉作品，
有周密的推介预案， 有得体的展陈设计，
这个展览定会引人瞻目， 在艺博会取得
应有的效应。

艺术需要刷新常识，打破常规
———王远抽象画三人谈

安 那

应2017上海艺博会特邀，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当代艺术中心副主任王远历年创作的
抽象画作品将在上海艺博会亮相。 这也是上海本土顶级抽象画家的作品近五年来首次在上海艺博会公开展示。

王远先生长期致力于当代艺术、绘画、涂象艺术的研究，曾80余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活动和展览，在主流媒
体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曾多次担纲国内外重要文化艺术活动的策划和评审。 曾应邀参加圣彼得堡第十三届国际
大师艺术展，并获得俄联邦杜马文化委员会颁发的国际大师级荣誉。有个人画册和学术专著出版，曾荣获上海市第
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远先生的绘画创作逐渐由具象蜕变为抽象，并且选用三角
形画框这一独特的展示方式。此次在艺博会展示的作品就是他历年来的优秀代表作。下面策展人韦亦佳、国际知名
的Elite画廊总监Janey和王远先生就王远的艺术创作做了精彩对谈。

源远流长山水情艺术展举行
张 文

“古为徒-杜小荃花鸟作品展”
在上海吴昌硕纪念馆举行

为纪念海派宗师吴昌硕先生逝世90周
年，由农工党山东省委、农工党山东省书画
院、上海吴昌硕纪念馆主办的“与古为徒-
杜小荃花鸟画作品展” 日前在上海吴昌硕
纪念馆举行，同时还发行了新作《杜小荃花
鸟画作品集》。“与古为徒-杜小荃中国画学
术研讨会”同时举行。 杜小荃是近年来脱
颖而出的山东籍青年画家， 他学习海派艺
术，对研究吴昌硕书画做出了很大努力，取
得了可喜的成就。吴昌硕曾孙、上海吴昌硕

纪念馆执行馆长吴越对杜小荃学习海派艺
术、 研究吴昌硕画风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
较高评价。 来自全国的美术机构及专家学
者对杜小荃提出的 “以古为新” 的学术观
点，“与古为徒”的承传方法做了热烈讨论。
对与会者提出的“尊重传统”的一脉相承的
历史经验，“革故鼎新” 汲取西风的学术论
点给予了新的辩证论述。 对杜小荃传统的
绘画观点与学术追求给予了相对肯定。 著
名美术评论家葛本山先生主持了研讨会。

艺术茶座

《源流-两岸当代水墨———乐坚 韩训
成 双人展》日前在黄浦区建国中路上海壹
号美术馆举行，展览至 2017 年 10 月 25 日
结束。

本次展览汇集了乐坚、 韩训成两位艺
术家每人20幅作品， 都是两位艺术家近期
的佳作， 体现了两位艺术家的继承传统又
不局限于传统的创作成果。

乐坚1961年出生于上海， 是改革开放
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系首届学生，
长期以来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索。 他毕
业后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了《中
国美术分类全集》、《艺苑缀英》、《关良全
集》 等受到学术界高度赞赏的大型美术图
书。在无数的艺术探索中，乐坚的绘画实践
诚然也为传统和创新两端提供了新的个案
文本。一方面，乐坚以传统中国画的笔墨语
言， 在传统的中国画的材料与载体宣纸上
再造了一个师法自然又心源既得的 “胸中
丘壑”，意境洵然。与此同时，他的图像语言
的演绎， 在与禅意和诗性相贯通的意境表
达基础上， 有着更宏观的一层架构。 近年
来，乐坚的“山水系列”形成规模，或六尺整
张、或镜片斗方，取法宋元、博采明清，更不
避对传统的深究， 在传统法度中见新的意
蕴，以当代胸襟拥抱传统。

韩训成1960年出生， 现居中国台湾地

区高雄市，16岁师承墨荷大师刘子仁习画，
至今画历四十年，个展展出四十余次，功底
扎实。1990年韩训成开始进行专职创作，用
近十年时间在中国台湾地区进行写生，并
于2001年在北京 “爱我中华国画、 油画大
赛”中荣获银奖。2012年获邀参加沈阳故宫
举办的《台湾山水之美》个展。

韩训成1996年开始钻研泼彩技法，历
经二十年反复实验，克服传统媒材的局限，
精进古人较少论及的用水之法， 辅以薄色
多染，创造出生动的渐层色彩，又发展出泼
金泼银技法， 在画面中展现出立体鲜活的
光影层次。 这也是韩训成山水画的一大特
征，也是他对中国古典绘画的突破。

▲秋后群峰
（中国画）
乐坚作

▲清净生妙香
(中国画)
韩训成作

“朱鹮艺术馆 ”揭牌
暨“朱鹮之恋”艺术展举行

日前，“朱鹮艺术馆” 在宝山区大场科
技创意园举行揭牌仪式， 同时展览了数十
幅以朱鹮为描画主体的作品。

上海大学耕乐堂文化工作室创办朱鹮
艺术馆，特邀多位优秀艺术家，创作了数十
幅风格多样、色彩缤纷、以朱鹮为主体的画
作，意在通过《朱鹮之恋》艺术展，强化人们
保护朱鹮、保护生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识。

朱鹮为世界珍禽。因其飞翔时，洁白的
羽毛在阳光映射下，如移动的“红宝石”，寓
有“鸿运当头”之意，被人们誉为“吉祥鸟”。
又因雌雄一旦配对，即终身不渝，被人们尊
称为“爱情鸟”。如此多的美意集其一身，使
得陈忠实先生要用《拜见朱鹮》为题撰文，
表达崇敬之情。

朱鹮曾长期生存于东亚多个国家，上
世纪60年代后，因全球生态恶化等因素，曾
濒临灭绝。 1981年5月23日，中国社科院科
考队经三年艰辛寻觅， 终于在陕西洋县秦
岭南坡发现幸存的七只朱鹮。 经数十年保
护、养殖，现已增加到2000多只。从此，中国
洋县成为朱鹮重新生长飞翔的故里和福
地，国家生态文明的名片。

“朱鹮艺术馆”顾问、上海美术学院教
授苏金成说， 这次展览只是一个小型的预
展， 一个规模更大的朱鹮主题展正在筹备
中。这个展览，不仅主题有非常重要的现实
意义，在艺术探索上也值得称道，从中我们
可以看到面对同一表现主体， 艺术多样性
的可能，艺术如何介入现实中的重大问题。
参展艺术家沈玮女士， 谈到了她痴迷朱鹮
作品创作的缘由： 朱鹮的生存状态是衡量
生态环境的标志， 通过艺术创作让更多的
人知道朱鹮，有利于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

为了创作优秀的朱鹮作品， 她曾深入洋县
体验观察， 乃至于她的作品中对朱鹮不同
季节羽毛的变化，都有独特的表现。

《朱鹮之恋》艺术展由上海大学文化传
播研究中心、陕西汉中市文联、上海大学耕
乐堂文化工作室、朱鹮艺术馆共同主办。展
览首日为嘉宾专场，随后对公众开放，京沪
数十位文学艺术专家参加了揭牌仪式并参
观了展览。 展览将延续到9月30日。

▲尼泊尔画家拉吉尼·乌帕迪亚·
格雷拉的绘画作品

空间艺术

烧窑最终靠的是“上帝之手”

申窑的创始者罗敬频， 在一次景德
镇之旅之后， 开始设想将制作瓷器的高
岭土从景德镇带到上海。 1999年， 他召
集了他的艺术家朋友们在嘉定开设一家
瓷器工作室。 几年之后， 罗敬频将他的
工作室命名为 “申窑”， “申” 是上海的
意思。 罗敬频开始了申窑的运作。

玩过陶艺的人都知道， 烧窑最终靠
的是 “上帝之手”。 在高温的气氛中， 器
型的完整、 釉料的流淌与还原是最不确
定的。 但就是这种不确定性， 构成了陶
艺的魅力， 对艺术家形成难以抵挡的诱
惑， 也对申窑形成一次次挑战。

最终， 申窑获得了成功。 这个成功
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在艺术创新
上， 签约画家创作出一大批具有现代审
美趣味的陶艺作品， 使油画国画的表现
技法在陶艺上获得全新效果。 第二个层
面在文化的影响力上。 申窑的作品一面
世即令中国陶艺界耳目一新， 连景德镇
的艺术家也从中获得诸多启发。

一度对单色釉十分入迷

罗敬频一度对单色釉十分入迷。 单
色釉也称一色釉、 纯色釉或一道釉。 由
于瓷釉内含不同化学成分， 瓷器烧成后
就呈现出不同的单一色泽， 有青釉、 红
釉、 黄釉、 黑釉、 绿釉、 蓝釉和白釉等。
中国瓷器的釉彩始于单色釉， 而单色釉

又与我国古代道家所推崇的 “道法自然”
的思想有关。

在我国宋代， 单色釉瓷器进入了蓬
勃发展时期。 特别是到了清代康熙、 雍
正、 乾隆三朝， 单色釉瓷器的发展达到
了鼎盛期。 单色釉瓷器胎体优雅、 流畅，
釉色纯正、 明快， 有些单色釉瓷器经过
高温窑变， 釉水自然流淌或变色， 呈现
类似抽象画的效果， 在光照下更是精美
无比。

罗敬频开窑试烧就吃足了苦头。 不
同颜色釉料的呈色剂是不一样的，对温度
与时间的要求也不一样，上下相差几十摄
氏度，或者窑室还原时气氛不对，都可能
导致窑变不到位， 颜色呈现不尽如人意。
尤其是一件看似完整无缺的瓷器，留下一
个缩釉点，白璧留瑕，前功尽弃。

经过一番痛苦的磨难， 申窑烧出多
批单色釉瓷器， 有青釉、 红釉、 黄釉、
黑釉、 绿釉、 蓝釉和白釉等。 在器型上
也有突破， 吸收了一些当代雕塑的元素
和日本陶瓷的语言， 但整体上保持了中
国的风格与精神。

罗敬频说： “单色釉瓷器可不简单
啊， 因为没有彩绘的掩饰， 纯粹依靠釉
色来引人注目， 为人宝爱， 所以对瓷器
整体美感提出了更高要求。 比如烧制时
就需要特别留意釉面质量和光泽质感。
烧制工艺水平对美感表现起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可以这么说， 烧制单色釉的工
艺难易度比彩釉高得多。 清三代的瓷器
算是一个高峰吧， 但多半是以彩釉取胜，
单色釉要到了雍正一朝， 在前朝的基础

上更上一层楼， 才算真正成熟。”
罗敬频还认为， 从中国陶瓷发展历

程看， 单色釉是对彩瓷的趣味修正， 更
是品位提高， 单色釉瓷器不浮、 不嚣、
不靡、 不媚， 与彩釉瓷器相比， 浑然天
成， 素雅淡净， 是公认的陶瓷制品中的
“大家闺秀”。

与众不同的海派釉里红

在过去的 2 年里， 罗敬频和他的团
队又开始在申窑工作室中研究釉里红的
工艺。 釉里红之所以特别是因为画家首
先用一种灰色的颜料画在胚胎上， 然后
上釉并在 1300 摄氏度的温度下烧制 。
在如此高温之下， 灰色的颜料会转变成
红色， 这就是所谓的釉里红技术。 而罗
敬频所追求的远不止此。 通过在烧制瓷
器时， 对温度、 环境的把控， 釉里红的
红色会转化成一种绿色。 这一过程称之
为 “窑变”， 这才是罗敬频所期望达到
的境界。

罗敬频说： “我们是艺术家而不是
制作瓷器的工人。 我们所热爱所追求的
是变化所产生出来的美。 窑变这个技术
很难， 但这是我们的目标。 越是难以实
现， 我们越渴望去尝试。” 在尝试了 400
多件作品后， 罗敬频和他的团队向成功
迈出了一大步。 罗敬频表示： “我不得
不说， 我们申窑烧制出这样的釉里红，
是与众不同的海派釉里红。 它所代表的
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 而更具有
时尚的元素， 有浓厚的都市趣味。”

上海将诞生最具规模的瓷器艺术空间
申窑艺术中心集博物馆、工作室、创作机构、教育课堂于一体

宗 和

闻名艺术界的申窑明年春天将在上海嘉定建立申窑艺术中心，为公众体
验和享受瓷器艺术的独特魅力提供一个重要的空间。 新建立的申窑艺术中心
建筑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 有瓷器博物馆、 艺术家工作室和多个陶瓷艺术展
厅、陶瓷教育课堂、陶瓷艺术交流空间，将成为上海最具规模的瓷器展示、教
学、研究、创作的专业场所。

▲陈古魁的釉里红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