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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篆刻书画篆刻

朋友告诉我有一年轻画家，很有想法，画的东

西也别具特点，让我一定要去他工作室看看。因事

多，故延后到2016年初才去拜访这位青年画家张孙

哲。其工作室位于山边，饮茶赏画之余，还发现张

孙哲对西方文学、当代摄影、音乐有着不亚于绘画

专业的热情。看到他的作品第一眼，果真如我朋友

所言，很有想法——从来没有发现某一位画国画的

画家会去描绘海底之景。这技法难度也许让众多

画者所困顿，但这题材的选取，我想是张孙哲在绘

画上的敏感度。张弛有度的画面空间，色彩饱满且

透气。这么完整的绘画体系在一位如此年轻的画

家手上展现的淋漓精致，这是相当少有的。希望日

后看到张孙哲更多让观者赞叹的好作品。

——藏家 李永铭

陶将：文武双全的艺术人生

张孙哲：常常被最简单的美所打动

张孙哲，1991 年

11 月生，2008 年 9 月

以专业第一名入学中

国美术学院国画系，

2012年以第一名就读

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

研究生，现工作生活

于杭州。2016年在三

清上贝尼尼艺术空间

举办《海天云霁》个

展，2015 年出版著作

《林风眠静物绘画探

究》。其作品《夏露》

参展2010年莫斯科世

界 大 学 生 艺 术 节 ，

2012 年毕业创作《微

雨梳梧桐》获中国美

术 学 院 毕 业 作 品 银

奖，近年作品《在水一

方》《岁月的壳》《青

山》系列等参加国内

群展

自述：我常被最简单的美所打动，

继而撼动。所以我选择了“绘画”这一

架上的行为方式，因为她在我的思维

中是超然于他物的朴实。

人往往会被“专业”所困顿，一个

音乐从事者常常不自觉的会把周遭的

一切幻想成音符与旋律，换个到我身

上，是一个美术方面的从业人员，瞳孔

所看到的所有似乎都离不开色彩与形

神，妄想把所有的元素都加之在画面

之中，后来这种繁复的堆砌总在不自

觉地告诉我，绘画最本质的是朴实。

要画你最爱的，而不是画你所想的，因

为一个是爱，一个是欲。

在我看来应该没有人不爱大海与

青山，至少我能爱的如此疯狂。

静谧的海底深处，有一片让我遐

想的“时空”，灵动的水母在不断地呼

吸，张弛有度，汲取着微妙的海韵。

我爱水母，就像我爱“自由”一样，

这个“自由”也饱含了我在画画时的状

态，心无旁骛，匠人般的投入。

充满魅力的水母，无意间的创想，

就像这东西一样，神秘、静气。我依托

绢本为材质，以海底深邃的光、影变幻

来挖掘平静海洋空间。绢质地柔软、

透明，就像这个生物一样，令人无限迁

想，再用温和的设色，逐层晕染，生成

了虚实相生的视觉方式，也蕴含了我

对极简主义的崇敬，纯粹油然而生。

“青山”这个能包容一切的伟大自

然雕塑作品，不断的重叠，当我看山

时，会不自觉的把山与山的遮挡之处

在心中勾勒出来，幽幽南山，一定是蕴

藏着如海般无穷的故事，可能是渺小

的日常，也可能是伟大的寓言，因为山

一直都在，而人却留下了佳话各自奔

走于不同的山间，所以这似乎没有理

由不让我去不爱她们。

从直觉思维到绘画的架构，我亦

想把我的故事留在青山，蕴于大海。

当我第一次看到张孙哲的

绘画时，亦然发现其作品中的

独特符号就是水母，我问他：

“为何画水母？”他的回答干脆

而明确：“因为这是我认为可以

代替我的一种符号。”在绘画的

本质上，我认为他的作品是直

达核心的。

在我与张孙哲的交流当中，

不难看出他对于形式之外的捕

捉能力是极其敏感且丰富的。

海洋题材在当代绘画中不多见，

也不是特别容易去表达，故在技

法的要求上也需要很高的水平

才可以驾驭其中。我第一次见

他的作品时，被吸引的就是一种

感觉，一种脱离技法而直接被画

面带入的感觉，这在当代绘画中

是不多见的。我给这种感觉的

别称是错觉，我认为错觉是感觉

的衍生物，随着观赏时间的推

移，我得到了一个新的感知，即

是“感情”，从这一点来看，我就

能体会张孙哲所说的“代替他符

号”的意义。而后张孙哲与我谈

及他新作《玉宇琼楼》，这是一张

超现实主义的作品，意在物象之

间的观照，我想这也是他在海洋

题材之后的又一系列全新子嗣，

从空间的包容性中来体现人与

物象的关系，继而引发思考和可

能性，我想这是对他之后的作品

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相信对于张孙哲而言，

不断的延展，会逐渐让其作品

在自我的形态中得到最好的诠

释。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彭小冲

人物名片

陶 将 ，安 徽 芜 湖

人，先后就学于中国美

术学院和解放军艺术

学 院 ，6 次 荣 立 三 等

功。现为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武警部队美

术 书 法 研 究 院 研 究

员。作品为国内外美

术机构及人士收藏。

【藏家说】

【学术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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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于艺术
江南山水带给他无限创作激情

陶将的艺术之旅始于军营，他是一

位从武警部队基层成长起来的画家。军

旅的经历给他提供了养分，战士的生活

为他提供了土壤，艺术的种子也在军营

的天空下茁壮成长。

陶将与杭州有着一段不解之缘。他

的部队驻地在杭州。他曾在中国美术学

院学习，被杭州浓厚的文化气息和艺术

氛围深深地影响和浸润。而对于传统的

敬畏之心，使他能够沉静下来，虔诚地与

传统对话。他曾给自己设立目标：“从传

统走向现代是我努力的方向，作品的雅

俗兼赏是我的品质定位。”他总在寻找一

种既在传统文化框架下又与时代精神相

结合的一个新的绘画突破口。他的绘画

蕴含了深厚的人文关怀与精神内涵，他

从传统语言中延伸，把敏锐的触角伸向

自主精神的广阔空间，找到了适合自己

天然性情的笔墨语言和风格样式，朴拙

的意象揭示了他对于大自然的深厚情感

和对生命的感知与思辨。

都说画如其人，陶将将自己的儒雅大

度、文质彬彬展现在画面中，给人以一种

审美享受。他画山水画，从单一的刻画对

象转向传达自己独特的内心感受，反映了

高度物质化的社会里人们对自由的渴求，

是当代人超越喧嚣尘世的心灵回响与“梦

里家山”。他的作品缜密有序，以“繁”写

“静”，细腻抒情。他笔下的“世外桃源”文

艺感十足，是一片脱离了逼仄空间、超常

速度、心理纠结的“诗和远方”。

军旅生涯20余年
他用画笔展现军人情谊

军人、艺术家的双重身份，20多年的

军旅生涯也让陶将对军人有着一份特殊

的感情。因此在他的笔下，自然有军人

的身影。忠诚与使命、奉献与荣誉，常常

是他塑造当代革命军人的主题。将自己

置身于演习训练现场，通过悉心的观察

和体验，将武警战士的矫健英姿精心记

录下来，陶将的作品总是充满着铁血精

神、阳刚豪情。在他的笔下，危难时刻堪

当大任的特战士兵的气势如虹，铿锵有

力、演习时的紧张气氛，都在其作品中展

现得淋漓尽致。

他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武警战士在行

动中英武果敢的战斗形象，如他的版画

作品《黎明行动》入选“建军80周年全国

美展”；美术作品《向前进》，入选“第十一

届全国美展”，均以反映特战士兵突击向

前的场面为切入点，通过人物沉稳严峻

的表情与背景的律动相辅相成，营造出

一种神秘待发的临战气氛，是一种力量

的显现和正义的张扬。

更加激烈的场面和更加恢弘的气

势，一直是陶将军事题材审美方面的一

贯坚持和追求，张扬而充满力量感的语

言方式，粗粝、洗练、激荡的视觉效果，使

他的创作具有了别样的风采。对英雄主

义的迷恋，对阳刚之气的追寻，这与他的

军人身份相呼应，描绘出人生中不可忘

怀的精彩篇章。

长期积极探索
他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语言

多年的积极探索、艰苦创新、坚持不

懈，陶将取得了不小的收获。其作品已被

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推荐。在长期的探索

中，陶将逐渐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创作

语言，他认为，“只有不断调整自我才能与

时代同步”。《突击》是其版画特征与国画

探索相结合，并具有显著个人面貌的一件

小结之作。他的语言是新颖而富有表现

力的，建立在“写实”与“自由书写”之上。

陶将不囿于笔墨的局限，将他熟悉

的版画技法“移植”到宣纸、水墨等国画

材料中，强调了整体的块面组合和肌理

呈现，将设计意识引入画面，通过喷洒、

拓印、拼贴等手法，在画面的层次感和制

作性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他的国画作

品《特殊使命》等系列，在运用水墨拓展

这类题材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形式上

的感染力、视觉上的冲击力，依然是他延

续并强化的创作主导。单兵形象精炼典

型，姿态具有浓郁的军事气息，持枪弩搜

寻、徒手攀爬等特警训练课目也具备惊

险刺激的视觉元素。

写实的主体形象与抽象的背景环境

形成巨大的反差，以动衬静，既突出了主

体，又丰富了画面，给人别开生面的深刻

印象。陶将的艺术是意境代言、抒情言

志的一种形式和文化符号，表现的是飞

速发展的社会和奋发有为的时代精神。

现在，陶将仍在不断地尝试与创新，

升华着他生活中的山水，展现出一种战

略家的胆识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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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海闻见”
展现15世纪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

本报讯（记者 陈友望）昨日，“漂海闻见——15世纪

朝鲜儒士崔溥眼中的江南”特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

区开幕，展览围绕崔溥所著《漂海录》中的江南文化，展出

来自中韩两国26家博物馆的300余件（组）展品，在文献

基础上结合文物展陈，对《漂海录》作延伸性解读，为观众

呈现15世纪的明代江南社会文化。

1488年，朝鲜官员崔溥在渡海返里途中遭遇风浪，漂

海13天后，在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牛头外洋（今属浙江三

门）登岸。随后沿运河一路北上，再经陆路返回朝鲜，历时

135天，成为明代时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崔溥

回国后，将这段神奇的经历撰写成书，名为《漂海录》。

此次展览将寻访崔溥踪迹作为展览的重要一部分，

寻访的重点侧重于崔溥在浙江的行踪，尤其是浙东运河

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博物馆藏的清康熙时期绘

制的《京杭道里图》，描绘京杭大运河流经城池及两岸景

观，全长2032厘米，也在展览中首次全卷完整展示。韩

国中央博物馆藏的奉使朝鲜唱和诗卷，是明代使臣倪谦

与韩国文臣诗文唱和的手迹，此次也首次来华展出。

展览将展至明年2月12日。

“墨色传奇”十位当代书画名家东阳开展

本报讯（记者 陈友望）墨色演绎传奇，艺术家以水墨

书写心中之美，堪称传奇。墨色传奇·当代名家书画展于

11月10日在中国木雕博物馆（金华东阳）开展。展览由

东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杭州典萃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承

办。吕国璋、包辰初、张耕源、杜巽、杨正新、吴静初、杨西

湖、李早、宋涛、沈乐平等十位书画名家受邀携作品参展，

展出作品104件。

十位来自浙江和上海的名家，多有叩击人心的水墨

精品。90多岁高龄的老艺术家吕国璋的书法作品，笔触

遒劲有力。年近九十的老画家包辰初的水墨画作，泼墨

色彩宛若一体，清柔淡墨与浓墨重彩相得益彰。杜巽的

画作常运用色彩，轻重渲染着色彩的变化。杨正新的水

墨，轻柔娟秀中又有恣意挥洒的自由和创新。青年书法

篆刻家沈乐平将篆刻与书法结合创作的灵动作品，让人

耳目一新。此外李早以其书法的潇洒俊逸，张耕源以其

画作墨色的枯瘦与丰润，杨西湖以其书法的恣意狂草，吴

静初赋予画作的意趣盎然清秀娴雅，宋涛书法作品中的

笔走龙蛇、厚朴古意赢得观者们的流连与驻足。

记者 陈友望

记者 夏 琳
孙乐怡

“ 文 武 双

全”，陶将的艺

术人生或许可

以用这四个字

来形容。在艺

术道路上孜孜

以 求 、坚 持 不

懈，他追求金戈

铁马唱大风的

阳刚境界，拥有

新一代军旅美

术家的文化担

当和职责意识。

文 质 彬 彬

的他常常给人

留 下 深 刻 印

象。陶将曾说：

“创作是一种文

化的反应，是信

仰 价 值 的 折

射。”

溪林夕烟
136cm×68cm

版画《黎明行动》（2007年入选建军八十周年全国美术作品）

消逝的色彩 150cm×100cm 绢本 2016年

本报讯（记者 郑成航）11月16日，第三届“兰亭书

法社双年展”在浙江美术馆拉开序幕。展览由浙江日报

报业集团与中国美术学院主办，兰亭书法社与美术报承

办，集合了全国众多知名书法家的作品，共同呈现了一

场书法盛宴。

所谓融合，指的是一种艺术与艺术之间的沟通，以及

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协同，不同形态的文化艺术之间相互

结合与吸收的过程。中国书法的汉字结构、点画线条、气

韵章法等元素使其具有了极大文化的包容性。因此，本

次双年展既是书法家的集聚与融合，更是书法与其他艺

术、与广大社会的交流与融合。

“融合——兰亭书法社双年展”昨日开展

杭州第五届文玩交易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孙乐怡）杭州第五届文玩交易会于11

月11日在杭州吴山古玩城举行，吸引广大市民和收藏爱

好者前来“淘宝”。

本届文交会除了文玩交易活动外，还有四场线上、线

下活动：“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辛亥百壶杭州特展论

坛”、2016杭州吴山秋季鉴宝大会、“染翰凯九·杨光宇中

国画展”、吴山古玩城《醉人美石》网拍专场等。

今年11月12日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周年。因此，吴山古玩城特安排几年前曾在海峡两

岸展出时引起极大轰动的辛亥百壶特展再次进行展出。

2016杭州吴山秋季鉴宝大会于11月12日在吴山古

玩城通宝鉴赏馆举行。本次鉴宝大会邀请到著名陶瓷、

书画鉴定专家唐恺，著名玉器鉴定专家杨震华，著名杂项

鉴定专家蔡国声为持宝人掌眼鉴定。

“染翰凯九·杨光宇中国画展”展览展出的“染翰凯

九”系列共九十九帧，有山水、花卉、人物等题材。展期

10天，将持续至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