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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归、序、自述、双牛图、浴女系列之九十赢：甲骨浴场、山水——汉碑颂、秋声赋之一、风雪
万仞图、水边、画论（行书）、撼山易（草书）、饥而食渴而饮昼而兴夜而寝、无浪喜无妄忧、就“
大异者大艺也”答客问、由绳子所想到的（二则）、闲章三谈、古莽国——萨尔瓦多?达利及其它、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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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泽人(王庆祥)
　　山东莱州人。
1942年生于大连。

　　河南大学硕士。
美国宾州印地安那大学博士。

　　现旅居纽约。

　　曾先后执教于宾州西切斯特大学及印地安那大学等校。

　　2004年于北京建立工作室。

　　大泽人主张“笔墨不厌其精，观念不厌其新。
”
　　他把传统技法与现代观念结合在一起，成功地创立了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

　　他在作品中特别注重张扬书法、表现激情。

　　其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巨大的感染力。

　　被认为是中西艺术观念深层次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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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定义。
古今中外的先贤和哲人对美曾下过多种定义；如孟子说的“充实之为美。
”庄子说“朴素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老子对美说的最多，他认为美和丑是相辅相成的，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大成
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他还主张“朴素”为美，“见素抱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信言
不美，美言不信”等都说明他的这一主张。
西方的哲学家也有类似主张者，如温克尔曼就说过美象泉水，越是无味越美。
老子说“五味令人口爽”（爽：违背，失却），那么“无味”自然令人口甘了。
亚里士多德主张能引起快感的就是美。
和他相呼应的当然还有伏尔泰。
他说美是一种能够引起敬佩和愉悦的品质。
我采取与传统的美学定义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审视美的本质。
我试图把艺术行为的创造物做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审视。
人们的审美关注常常不被类似的对象所吸引。
相反，与众不同的审美对象，常常能够引起关注。
这就是“异者艺也”。
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实例。
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馆长在几年前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她为了提高传媒界对中
国书画作品的兴趣和鉴赏水平，特意组织了一大批记者去参观该馆精心策展的《上下五千年——中国
文物精品展》。
结果，这些传媒界人士对许多名画均表麻木，令馆长非常失望。
谁知当他们走到楼下的肖像馆时，大家却一窝蜂式地拥到一幅帝王造像前面，一个个争先恐后，注目
静观，久久不愿离去。
为什么？
这位馆长总结了三条理由：①画大，②色彩艳丽，③抓人。
馆长的意思非常明确：你们中国画之所以至今受人冷落，咎其原因，就是缺这三条！
和油画相比，我们的国画好象的确缺乏这三个基本的条件。
巴掌大的册页、扇面、小品；仅用墨，不用色；用线细若游丝，怎能抓人？
好象很有道理。
细想一想，未必。
反观之，如果古根海姆博物馆里楼上楼下挂满皇帝、妃子、皇太后的彩色肖像，恐怕记者们反而会拥
到八大山人的小品面前去了！
我认为要害在于“异”。
在于独特，与众不同。
问：美学史认为人类艺术起源于人们模仿客观世界的欲望。
可以说“模仿”就是求同。
这不是说“相同”是一种美吗？
答：“同”和“异”是对立统一的。
这一对概念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
但我认为，在人类艺术活动的原始阶段，就表现出求同为副，立异为主的倾向。
人类最古老的画作要数岩画了吧？
人们一般只注意古代岩画中有众多可辨识的部分，于是就得出结论，认为那反映了人们“真实地”、
“栩栩如生地”描摹自然的欲望和技艺。
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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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最古老的岩画中，人们的先祖也没有“真实地”、“栩栩如生地”描摹自然。
只要稍加审视，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岩画，都有一个鲜明的共性：“艺术家们”特别强调引起他
们兴趣的某些部位或物象特征，如把牛头画的很小，把身子画的很大，大到完全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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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美术家档案:大泽人卷1(海归篇)》是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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