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论坛回顾丨正观 • 反观 —— 中国抽象联展

e x h i b i t i o n

2020 年 9 月 5 日 14:00，“正观 • 反观 —— 中国抽象联展”

论坛在雅昌艺术中心举行，由雅昌美术馆馆长沈浩然主持，带领观众

从艺术家和策展人视角来解读关于抽象艺术的奥秘。出席嘉宾分别为

策展顾问马一鹰、参展艺术家代表孟禄丁和参展艺术家代表黄佳。

此次“正观 • 反观 —— 中国抽象联展 ”展出五位抽象艺术卓

越的探索者，冯良鸿、黄佳、马可鲁、孟禄丁、马树青的抽象艺术作

品 22 组，展期延续至 10 月 6 日。

沈浩然馆长表示一直以来接触了许多观众，了解到他们都在表达

一件事：看不懂抽象艺术。希望通过举办这场展览，让更多观众进入

到艺术的世界中，了解抽象艺术的语言。

文 /  刘仲杰 雅昌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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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 雅昌艺术中心美术馆馆长沈浩然

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参展艺术家代表孟禄丁老师

马：策展顾问马一鹰老师

黄：旅德艺术家，参展艺术家代表黄佳老师

沈：展览筹备过程中，发现孟老师的作品和其他几位老师作品相比，创作手法和创作理念非常不同，

与其说是您的作品，是不是也可以说是您作品的结果？抽象画的边界在哪里？您的作品是否可归类为装

置艺术或是观念艺术？

「  论  坛  回  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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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览 现 场 」

孟 ：每个人有不同的工作方法，对抽象的

理解。此次展出的《元速》系列通过机器高速，

达到自然形成的视觉语言。其他的工作方式我

之前也尝试过，新的工作方式，新的工具，最

重要的是一种新的观念，才能形成新的视觉形

态。这是抽象艺术作为一种自由的、实验性的

路径。工作方法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语言形态，

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语言的纯粹性。

画面是结果，但更重要的是画面形成的过

程，代表了艺术家独特的观看和制作方式，有

一定的偶发性和真实性。另外关于作品是不是

装置，可以说是为装置，作品是不是抽象艺术，

也不重要，抽象艺术只是一个笼统的帽子，实

质上每个艺术家都有不同的思考，独立的思考

和自由的创作，这才是最重要的。

 沈：艺术家的方法论是非常核心的点，用

机器作为绘画方式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

 孟：应该是在八、九年前就开始，这是一

个偶然的因素，原来我是用很大的笔像拖把一

样来画，我当时就想是否可以一气呵成做一个

转台，专门给雕塑系做的那种展台，把台子做的很大还可以高速旋转，我就通

过实验开启了这样的创作方式。最开始的比较简单，此次展出都是相对后期，

丰富的作品。

我的想法和我得到的灵感是偶发，艺术创作很多都是偶然的，但存在必然

的情感的期待。当这一刻到来时，还需不断的完善，演化，通过理性的梳理再

去提升，这是比较复杂也是很真实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艺术最有趣的地方，至

于画面只是一个平面化表达的结果，所以了解一个艺术家的制作过程，思维过

程和工作方法是最重要的。

沈：孟老师的创作方式在中国的艺术界也是唯独几位以这种创作方式创作

的。下面的问题我想问此次的策展顾问，马一鹰老师，相信您一定听过一些人

这样说吧，这样的画，我也能画，有时候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真的会一时语塞，

不知道从何讲起，如果碰到这样的声音您会怎样回应呢？

马：这个问题是经常有人问到的。这种想法特别好，我也能画。这也是为

什么我们要在中国推动抽象艺术，让抽象艺术作品在中国有一个能被认知的过

程。我们整个中国美术的发展史，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抽象画面形式都是比较短

期的，整个美术教育的过程，也是缺少抽象艺术教育，所以我们要去做这样一

个推广，使大众去了解。还有更多的是表示看不懂，理直气壮觉得是抽象艺术

家的问题，其实点线面构成，非常简化的呈现，里面有思想碰撞和无比深厚的

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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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孟老师，没有经过绘画训练的人随手画和真正的艺术家做这样

的抽象创作，根本区别在哪里？

孟：热爱艺术，对艺术有激情都可以。抽象艺术语言，没有受过训

练会更好，艺术院校的训练写实，原生态的更容易体现自身的潜力和灵

性。看的同时了解艺术史，要通过自己去找到答案。抽象在西方已经非

常普通，在当今社会，包括我们的建筑，都通过德国的包豪斯主义传入，

抽象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工业文明和时代的产物。例如塞尚的出现，改

变了人们传统的观看方式，把静物和人看作几何形的，这是看似很简单

的一个转折，其实是伟大的创新，这对现代中国社会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从传统到抽象，改变着人们的观看方式和思维方式。

沈 ：之前马树青老师，也是作为本次参展艺术家，做过一次讲座讨

论关于抽象艺术如何观看的问题。他提出一个观点，其实所有人都看得

懂抽象艺术，恰恰是具象艺术未必看得懂，孟老师您觉得这话说的有道

理吗？ 

孟：作为艺术家，一个是如何让观众通过画面观看艺术，还有就是

艺术家通过独特的观看产生观看方式，都是观看的途径。我希望观众通

过观看我们的艺术作品改变对艺术的认识，当机械取代手绘，画面完全

变为自然生成的东西，这可给观众带来某种启发，我希望是这样的观看。 

沈：孟老师讲到塞尚对于视觉对于绘画方式的一种颠覆，我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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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速》，2011，布面丙烯，300 x 300 cm 孟禄丁

这样的宏观发展过程看到艺术史的一个视角，孟老师从 85 新潮一直到现在，也是中国抽象艺术的一个见证者，

也是作为写进历史的艺术家，您觉得中国艺术史和发展过程和西方艺术史发展不对位的关系是怎么看待的呢？ 

孟：因为是两个体系。中国近一百年开放后，学习西方，之前并没有什么交流。如果说抽象，中国的抽

象跟西方的时间差更大，我们一百年历史政治动荡，阻隔太多，实际上开始于三十年代，早期是同步的，中

间因为太多因素，所以导致了发展滞后。受艺术形态的影响，抽象艺术成为一种自由化的象征，到 70、80 年

代几乎没有抽象艺术，所以中国抽象艺术算是在 80 年代才启蒙或是说补课，是断续的发展。 

沈：马老师作为资深策展人，也致力于中国抽象艺术的发展，那么作为策展人也好，机构也好，如何去

推动抽象艺术的发展？

 马：艺术家和策展人之间看法也存在一定差异，包括审美和对作品理解的差异。要关注艺术家所创造的

画面形式感，给予观众的视觉体验，否则再多的内涵也无法表达。所以美术教育是必经的一个过程，作品还

是相对有好坏之分，要做出判断，理论知识和日常积累是作为客观评价的一个基础。 

沈：我想请问黄老师，从八五新潮时期，您就一直在大量创作，那个时期的作品和您近年的风格差异转

变非常明显，相信这除了画面风格的变化以外，更有您在画面以外，对于艺术的理解的转变吧？您能谈谈您

是如何从具象绘画走进抽象领域的吗？

黄：每个艺术家的成长背景和时代是不同的。例如厨师做菜，首先要掌握做菜的基本常识，当达到一定

境界的时候，就会开始追求色香味俱全，讲究精神层面的考量。一个艺术家的历程亦是如此，从受传统教育开始，

从具象往前推进，按照个人对事物认识的历程去转变。重要的不是具象还是抽象，重要的是在每一门形式艺

术中做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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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形式的艺术语言表达中，艺术家根据个人经验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在此次展出的艺术作

品中，艺术家们强调艺术语言的纯粹化、强调画面的空间性效果、强调对客观媒介特征的深入发掘、强

调对偶然机遇的把握、强调对时间性的表达、强调对生命情感的宣泄、强调无意识表达等。尽管这些艺

术家们对抽象艺术的理解和感悟各不相同，但当他们的作品集合在同一时空下，不仅象征了中国抽象艺

术的群体力量，同时也为观者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中国抽象艺术的全新视角。

「  雅  昌  结  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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