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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勇力心目中的工笔画，是具有工笔画优势与特征的，同时又是包孕着许多艺术因素的新面孔，
它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当他把工笔、写意、色彩等因素组成连贯、浑然的有机整体时，他实际上在建构
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有机体与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景观。
　　工笔与写意的结合，不仅具有技法的意义，更是一次艺术革命，它意昧着传统藩篱的拆除，纸上
的天地因边界的打破而无比自由。
究其原委，在画家的眼中，现象世界就本质而言，是似是而非的，只有以多向度的处理方式，才能捕
捉到纷繁的"总体"特点;所以，宽泛性与包容性的态度是对大千世界一团迷乱的清醒意识，它同时又是
高度的自我意识和自由心境的表现。
以敦煌为题，企图破解世界与人生之谜，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
如果唐勇力一味恪守工笔画的门户，坚持以单一向度去创作，终将无力深入这个命题内部。
而以工笔与写意的结合，运用多种手段补充工笔画，为的是不受固定形式的约束，获得以一种形式到
另一种形式的飞跃，充分享受到创作的自由。
这就使唐勇力的《敦煌系列》作品体现出一种相当丰富、复杂、互渗的性质，拓开了人们重新认识、
理解工笔画的思路与界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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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勇力；1951年出生，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工笔人物画家，兼长写意人物画。
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并留系任教。
1982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进修班，学习二年，1985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毕业后
留系任教。
曾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画教研室主任，中国画系副主任、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硕士研究生导
师、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美术家协会理事。
2000年1月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任教。
作品曾参加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并多次获奖。
出版有《唐 勇力工笔人物画创作赏析》、《唐勇力画集》、《唐勇力的画》、《唐勇力课稿》、《工
笔人体艺术》、《唐勇力工笔人物画》、《世纪之交中国著名国画家——唐勇力》、《唐勇力工笔人
物画的写意性》、《中国画家丛书——唐勇力》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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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中国画教学课稿立意造型构图色彩技法肌理线条工笔人体工笔画教学大漠人家之崇善者人物写生
人物写生拜佛大漠人家之七大漠人家之四脱落人物写生湘西行系列（一）湘西行系列（二）湘西行系
列（三）湘西行系列（四）湘西行系列（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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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郭煌母题：现代绘画的新向度—读唐勇力的工笔画　　当代工笔画被许多人视为一个重
要的关口，一代画家在此面临着抉择，这一抉择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是几方面的原因一起带来的。
　　在此前后，我们所身其中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是由一场被命名为社会转型的　　革
命所引起的。
这种变化使80年代的某些绘画及其观念现出苍白的原形。
要想在变化了的历史　　境遇中维持工笔画创作的生命力与同步性，那么，工笔画创作不德不面临一
个突破传统、创造　　新因素的痛苦过程。
从艺术发生学角度说，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狂热的形式实验的酝酿，至今　　恰好面临着对的召唤：
走向艺术的现代新角度。
　　西方现在派诗人艾略特在评论另一位诗人叶芝时曾说，一个作家到了中年只有三种选择：　　完
全停止写作，或者由于技巧的增长而重复自身，或通过思考修正自身使之使用中年并从中找　　到一
种完全不同的学做方法。
鉴于艺术史的经验，这种中年意识首先是作为一中紧迫的危机感　　透到当代绘画意识中来的。
而当代绘画意识，特别是工笔化意识的转换过程，似乎正式了一　　论点：一个画家要想在中年以后
持续一种良好的状态，获得某中恰当的历史感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环顾当代绘画态势，那些本土化、个人化、中年绘画、文人画等向与潮流，无不参透　
　了对获得这样一种历史意识的期待，这可以说是当代绘画与以前绘画的区别的显著特征。
　　中年画家唐勇力，成长于80年代，至90年代与新世纪初，其艺术已进入一个更加开阔、成熟的境
界。
特别是他的近期作品在贯穿着“敦煌情结”的宏旨下，体现了一种充溢着现代感的新向度，其技艺的
精湛、经营的慎密、含量的丰富、美感的传达、历史感的酿造等等，都使他成为当代工笔画的代表人
物。
显然，他已经摆脱了流行于80年代的对超越历史的强调，强调盲目的本体审美，主张一种“非历史化
”的艺术发展等等。
到了90年代，唐勇力的作品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稳健与扎实的特点，尤为突出的是，对历史感的处理能
力成为他工笔画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我们评价唐勇力创造能力的一个尺度。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历史感的复归，不是要回到反映论的旧调重弹，更不是复古，也不是取消
绘画的独立性，而是在创作中为历史留出空间。
事实上，在唐勇力的敦煌系列创作中，其历史感并不是先于创作而存在的现实，而是在创作中酿就的
，它拓展了作品的审美资源，丰富了它的可能性。
这种历史感不仅表现在画家的艺术理想中，也充分体现在这一时期的绘画文本中，《敦煌系列》便是
如此。
　　《敦煌系列》，作为工笔画创作，体现了一种融入了历史感的现代新向度，他没有完全去重复伟
大的敦煌艺术文本，而是取其精神，使之以全新的方式参与到一种转变当中。
这一切当然根源于画家所处的时代境遇及历史环境所提供的某些积极因素。
在唐勇力看来，敦煌的艺术精神资源是他寻找“艺术之神”的唯一途径，而且，相对于以往的独尊式
的绘画经验而言，敦煌艺术的本真性、直接性、体验性和实验性特征，为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可能性
，开启了他的创作灵感。
借此契机，他可以施展一种伟大的艺术抱负。
　　当代中国工笔画格局，大致可分为何家英传统技法类型的，胡伟、胡明哲为代表的材料型的，唐
勇力绘画语言型的。
唐勇力以工笔与写意结合的方式，给创作带来了一种自由，进而体现出越出边界的个性化，同时产生
一种宽泛性、开拓性，形成十分独特的形态，给工笔画带来了可观的发展前景。
唐勇力的《敦煌系列》作品的出现，使工笔画已有的文本归类原则受到了挑战，他拒绝了依照模式化
的单一向度的统摄，有意识地把其他画种的因素融合进去，里边既有工笔的严谨、写意的浪谩、西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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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彩关系，甚至时空的错位、梦幻的遐想⋯⋯等等，使之成为一种宽泛性、包容性很强的艺术向度
的作品。
　　显然，这是基于画家对工笔画的特殊思考。
　　唐勇力心目中的工笔画，是具有工笔画优势与特征的，同时又是包孕着许多艺术因素的新面孔，
它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当他把工笔、写意、色彩等因素组成连贯、浑然的有机整体时，他实际上在建
构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有机体与一部“百科全书”式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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