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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烨：1971年生于江苏海门，1986年9月-1990年7月浙江美术学院附中学习，1990年9月-1994年7月中央
美术学院版画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94年8月-1995年8月江苏启东版画院、画师；1995年9月-1997年7
月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学习、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讲师。
    个人展览：1996年12月北京·汉世画廊。
    本书所选了博士生和硕士生都是中国当代重点美术院校众多学子中的佼佼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套丛书在诸多专业中仅选取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四个绘画造型专业以及环境艺术、装潢（
视觉传达）、工艺美术（纤维艺术）三个美术设计专业的研究生作品出版。
他们的作品中，既有本科阶段的基础绘画习作，也有研究生阶段的作品及研究论文。
读者可以全方位地领略不同艺术个性的绘画作品和不同方向的研究成果。
书中的画作、理论及求学经历也为那些正在学业上孜孜以求的本专科学子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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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宫六朝：1952年生于河北文安，1976年毕业河北工艺美术学校，1977年考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本科
！
现为著名美术教育家、河北美协会员，河北省师范大学美术系基础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现为河北美协会员，河北省水彩、水粉画研究会副会长，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基础教研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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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写在前面二、与老矛对话三、水印创作版画小议  1.楔子  2.对木版水印套色法技术语言特点的认识
 3.新兴木刻对水印木刻发展的影响兼谈水印木刻发展现状  4.向现代转型的条件与可能  5.如何面对问题
和困难  6.版画传统与当代文化  7.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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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老矛：附中的时候你未能实现留学的愿望，接着便是报考大学，你是如何选择艺术院校和专业
的?    张烨：选择版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说实话，附中的几年里，除了工艺系和师范系没有作为我考学的目标之外，我几乎爱好其他的所有专
业。
最早是喜欢油画，然后是国画人物，三年级选修了雕塑，四年级报考了版画。
我在几个专业前徘徊了好一阵，因为我实在都很喜欢，哪个也舍弃不了。
——直到现在我还总想在不同的专业里一试身手。
在选择专业举棋不定的时候，两个因素坚定了我。
一是前面提到的联系德国的学校，我用版画来做作品，跟它相处一段时间后，感情日渐深厚。
第二个因素是：1989年的时候中央美院版画系的徐冰老师做了一个名为《析世鉴》的作品，给我影响
很大。
我见到的是印刷品。
当时我感到这件作品不同于我们以往所习惯的图形图像的视觉冲击，而是一种强烈的文化震撼。
要知道版画是一种限定性极强的艺术，当时我印象中的不少版画家要不就是为版画的限定所左右，要
不就是索性用限定来掩饰自己的能力。
这件作品却让我看到了在限定中玩出自由的一种圆融的智慧。
从中我看到了绘画作品和艺术作品的差异，也看到了画家同艺术家之间的差距。
我当时在艺术笔记中记下了那么一段话：“我已经不愿意再作一只色感良好的眼睛，去捕捉美妙的色
块，作一只灵敏但机械的手，打准丝毫不差的型，做一个勤勤恳恳但在浪费生命的画家，追求已被孤
立且已严重同化的绘画艺术，我只想成为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
”说真的，我已忘了这段话从哪儿捡来的了，是原封不动的抄来，还是经过我自己的改编，一点儿也
记不清了，反正这段话成了我的座右铭。
当时在我眼里，尽管没有把徐冰神化，但已然觉得我的艺术理想居然是他的现实。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想这就是我报考畈画专业的最大原因，也是我报考中央美院的原因之一。
报考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是带着对于文化中
心的向往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的。
    老矛：这是画面内容方面的问题，就画面的形式而言，你当时表现得也比较僵硬。
看得出来，你当时很用功，可画面的堆砌感很强。
内容和形式之间，形象符号之间没有能够很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你自己是否有所察觉?    张烨：你说的
有道理。
这种堆砌感在我后来的作品中也一定程度的存在。
学习来的知识和技能确实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地消化吸收。
个人化风格的尝试，就像是拿技术、样式和表达内容几组词汇间所作的关联搭配。
当然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还有其他多种因素。
关键是如何形成几者间新的合理关系。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学习已有经典样式所形成的常量关系，以及了解形成这种常量的来龙去脉。
把握其中的一种规律，再通过适当的变量尝试为大家所能接受的新的常量，也就是能形成了自己的风
格。
变量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夹生的问题。
不过这是实验中的失败，并不能成为退回大家已熟视无睹的那个常量的理由。
习得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方法最终应该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这种愿望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
研究生时候的创作实践中我加入了新的常量，就是在水印技巧之外还有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原因就
是觉得只有技术常量的改变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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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说某某大家在艺术创作中直追汉唐，或是再向历史深处溯源，我想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创作中
增加新的变量，以改变原有的习惯，尝试新的可能。
他们已的成就都没能成为他们创造道路上的包袱，更何况我们尚在艺术的学习阶段，一下子不能形成
整体的个人面貌，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1、楔子    十几年来，西方的观念、审美意识强烈冲击着我们的艺术创作。
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或深或浅地影响着我们的作品和言行。
或冷或热的抽象，或解构或建构，或外延或本体刺激着我们的“灵感”像潮水一样翻涌，紧接着又是
包装和定位。
艺术创作空前热闹。
中国版画因为技术和语言的种种限制，几乎总处在这股潮流的边缘。
尽管不如其它画种那么明显但也能从中找到十几年来各种思潮所影响的痕迹。
在这种情形下，已变得不太被行外人所关注的中国版画同样面对时代，选择走上了版种多样化和语言
多样性的探索之路。
也同样经历了“引进”，“填补空白’的过程。
在“虚无”、“本体”、“表现主义”、“现代”、“后现代”、“印痕美”、“复数性”等各种主
义以及有关名词相继流行并着实争鸣一阵后，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空荡荡的感受。
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
而今与西方一样灿烂热闹的中国当代艺术现象并不像原来习惯比喻的争艳的百花园，却像是由一大堆
五颜六色的气球悬浮在空中所组成的风景，好看但没有分量和生命感。
也许文化的传播和吸收，需看自己的环境而定。
我们常谈的“橘逾淮而为枳”恐怕是最好的说明。
更何况如今摸索的多已感困惑，模仿的自然更觉迷茫了。
这也正是我为寻求中国版画以及自身艺术发展出路继而转向传统版画学习的初衷。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得以形成的环境、条件和文化传承关系并且只有在这些因素中存在才有意义
，才能真正被理解。
就像我们要了解米开朗基罗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就必须了解佛罗伦萨的地理位置，风俗气候，社会历
史背景及其内在的人文传统等等。
否则，我们即使能将米开朗基罗的绘画与雕塑作品的创作年代以及一生的活动如数家珍，也无法了解
米开朗基罗的人文精神，以至产生这种精神的文化动力和历史原因。
西方的文艺复兴脱胎于中世纪文化，继而产生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并发展到西方现代主
义诸多流派，因而形成了整个西方艺术传统。
我们现今对西方艺术，特别是美术的认识和了解还仅仅停留在表面形式，因为我们把西方艺术从西方
文化中抽离出来，不假思索地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任意截取一段艺术形态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
。
于是西方在时空流变中产生的各种艺术样式变成了我们无力度的平面展示。
对西方的误读也使我们带上了有色眼镜看待自己的传统。
有了这种眼光来看传统，其认识难免流于肤浅、表面，仅停留于技术层面，有时甚至是一种歪曲和误
读。
因而我认为，研究传统版画及其现代化，除考虑学习这门艺术形式已有的技术之外，不能不涉及它的
发展历程，甚至于它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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