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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全集》研讨会的发布现

场。我静静待在会场一角。吴先生清瘦

矍铄，坐在会场中央。

了解吴先生，最早是看到他的作

品，五彩斑斓。我耕作于装饰艺术，看

到他的作品便很是欣喜。由作品了解作

家，看了很多吴先生的文章，包括他自

己写的书。然更多的却是通过大众的评

论：他已然现在成了学术媒介的新宠。

“笔墨等于零”、“不断线的风

筝”，这些都曾引起了艺术界的轩然大

波。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以“笔墨”

为生并甚为以此自豪的范位老先生。他

曾请专人发表评论并刊登在重要的媒体

上：“某位宣扬笔墨为零的所谓艺术

家，堪问笔墨能有几何敢出此狂言？”

这位老先生有些不对了，板也叫了，索

性就光明正大的写上“吴冠中”三字又

有何妨？范老先生甚是以一脉相传的继

承为荣，这在《庄子显灵记》中可见一

斑：太始－庄子－苏东坡－范伯子－范

曾。贴着祖宗的笔墨为光环的范先生，

在“为零”的理论中再也沉不住气了。

我不是学艺术出身，也并不是个

评论家。我只想说说从我个人角度了解

“水牛”吴冠中

到的吴先生。会场中央的吴先生已经坐

了两个小时了，大家或许都已经忘记了

他的年龄：88岁。吴先生刚做了一个发

言，提到一个自喻：水牛。不仅耕作，

死后连肉都要献出来的。真真贡献到一

无所有。在我看来，这个比喻还有一点

差别：水牛是不可选择，它的命运就是

这样。吴先生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是可

以选择的，他选择了艺术，并甘愿为此

奉献一生。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执著的力

量。

二十世纪的毕加索给国人带来了

“立体主义”和魔幻般的“变形”的困

惑，这困惑也影响到了“中国古典绘画

余晖的放射者”张大千。由此，二人有

了一次会见，也让张大千得以听到了那

句毕加索研习齐白石之后发出的震动当

时中国艺术界的名言：白人没有艺术。

我不把这个看作毕加索的低调，但是谦

虚总是能让人正确看待事物。于是，本

来“算账”的张大千在看了毕加索临摹

齐白石的画作之后也坦然承认：“我一

向说我不懂西画，但我认为画无论中

西，都是点线构成的。不要说毕加索乱

画，我们学画的人，由他几笔线条，就

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功力。尽管有人批评

毕加索标新立异，但艺术贵创造，他要

有了深厚的造诣与功力之后，才能有创

新！”。

吴冠中先生献身艺术几十年，他

的“笔墨等于零”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创

造：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创造，一种艺

术唯美的创造，一种放下艺术高高在上

的架子让其走入大众的创造。这种“下

嫁”的创造让那些究守于“道统链”夫

子们不干了，他们已然习惯了大众的仰

望，也习惯了高高在上。吴先生的艺术

平等打破了固有的艺术统治制度，财主

怎肯让平民分一杯羹？

因为还有其他工作安排，研讨会也

不得不中途退出了，吴先生仍然端坐在

会场中间。88岁足以让我仰望。我看到

的是他的执著，对艺术的执著，对艺术

热爱的执著。选择了自己的方向，就要

坚持着做下去。这让我们自己也看到了

自身的希望和光明。

(作者供职于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艺品事业部授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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