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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宾

山东师范大学当代水墨
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水墨画院专职画家
鲁东书画院副院长

□周玮佳

荆宾的画，轻松、灵动，看到他的作品，
想到水墨的游戏。笔墨虽放松，但是精神世
界却复杂，画里充满了他对人生、对社会的
思考。屈原《天问》里面问：冯翼惟像，何以识
之？既然空虚是惟一存在，何从认识宇宙？他
近期画的作品《冯翼惟像系列》似乎透过人
生，看到了宇宙与虚空。

荆宾在上大学时曾担任我们国画班的
班长，性情稳重的他具有相当好的领导力和
感召力，大家对他的印象都非常深刻。他一
直善于思考，善于关注周围的人和事，他的
这种性格特点会渗透到他的画里，成为一种
思考的符号，这是他独特的绘画语言与表达
思考的方式。近几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文
化底蕴与阅历的增加，他的作品里面更多了
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思考。在他的作品里，

“更愿意在作品中寻找社会责任感的表达方
式”来叙述和解析所面对的世界，他以“在
场”的姿态，表达了明确的主体意识。他的画
面带有冷峻的诣趣，这是他冷静的客观与强
化的主观奇妙结合的文化心智，由此看到了
一种对人道精神的厘析、社会伦理的追问、
对当下文化艺术的强烈介入，语义中带着某
种焦虑与期冀。荆宾的创作心态，看不到莫
名的亢奋和无名的宣泄，有相应的理性应
对，所以画面有精神隐喻的特征。他不是把
思考的答案直观地放到画面上，而是让我们
在审美时随他去解读，正由于此，作品的精
神力量油然而生。就如在他的作品《冯翼惟
像系列之五》：“艺术的功能不只是歌颂，也
有批判，鸟笼借喻人类为了发展经济而带来
的环境污染以及食品安全等问题，我希望通
过作品，能够引起大家对环境、食品安全等

的关注……”
张望老师所提到的新现实主义，就是立

意研究事物与事物之间以及事物本身的变
化那些内在的问题，能够掌握和捕捉到自
然、事物的本质变化，并通过在表象的表达
关注到社会与人文社会的深层的新形态。荆
宾作为山东师范大学当代水墨艺术研究中
心的研究员，也一直践行着新现实主义理
论，用画笔捕捉社会与人性的内核。

荆宾所使用的材料是传统的，但其表现
出的语言形式却是现代的。他试图在传统与
现代中架设一座桥梁，作为连接其心灵世界
与现实世界的纽带。事实上，在他的绘画中，
我们看到了这种经过艰辛努力所得到的回
报。他以相当的细致与精微，在经过特别晕
染的宣纸中精心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所
以，很多画家在急功近利的世风中急于求成
地批量生产作品、以应付烦嚣而热闹的市场
之时，荆宾依然在其寂寞的画室中勾勒自己
的艺术梦想。这是我们看到他在绘画语言方
面所做出的艺术探索，也是其作品能打动观
者的先决条件。

投入到灵魂深处的思考对于画家来说
难能可贵，从荆宾的画里我似乎看到了。不
同于做宏观关照的思想家，荆宾对生命的感
知更具有自我审视、自我剖析的个体化特
征，在与古代、与环境、与自己的对话过程
中，他找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穿透历史，审
视外界，解剖自己的依据。在不断纯化艺术
语言的过程中，荆宾实现了艺术语言转变后
创作状态的自足性，同时实现了对表现对象
的深入挖掘，而这一挖掘又对提升时下的精
神诉求具有潜在的作用，即以个体探索的方
式进行着上文所说的“中国崛起情况下民族
精神建构对当代水墨的期冀”。

杨枫

1960年生于山东省胶南
市。1987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
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现任山
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文艺创
作研究院院长、山东艺术家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国
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陈全胜

祖籍山东文登，中国著名画
家。1950年生于青岛，长于济南。
1986年当选第三届中国美术家协
会理事。自1988年连续三届当选
山东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大
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1994年起享
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连续两届被评为山东省技术拔
尖人才；2002年获德艺双馨艺术
家称号。

《松泉山庄》 58×5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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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见青山》 14×1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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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山东广电全媒体有限
公司《高清电视美术馆》被山东
新闻出版广电局评为2017年山
东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重
点项目！

主办:大舜美术馆 山东商报
开幕时间:2018 . 1 . 13 16:00
展览时间:2018 . 1 . 13—2018 . 1 . 31
展览地点:大舜美术馆(济南市舜
耕山庄弘舜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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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翼惟像系列》之六 纸本水墨 68×136cm

《冯翼惟像系列》之四 纸本水墨 68×136cm

《冯翼惟像系列》之二

纸本水墨 48×99cm
《冯翼惟像系列》之三

纸本水墨 68×136cm 《冯翼惟像系列》之五 纸本水墨 68×13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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