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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新闻

□宗绪昌

人间四月芳菲尽。4月4日，全国政
协常委、联合国世界文明联盟艺术家代
表、国家民族画院院长，中国农民书画研
究会会长王林旭来平度调研，笔者有幸
跟随采访了王林旭。
在平度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举行

的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动情地说，王教授
作为从平度本土走出去的知名画家、社
会活动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
你是平度人民的骄傲和自豪，您为家乡
争得了荣誉……
王林旭说：“平度是我的家乡，是我

的根。我也永远忘不了家乡对我的栽培，
不管我站在联合国的舞台上，还是在北
京或其他一些地方，我都说是一个平度
人，对家乡永远怀着感激之情、感恩之
心，感谢平度养育了我、成就了我，我会
永远为平度点赞。”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最爱农民和脚
下的那片土地。这里的一切，给了我自由
的情怀和敏锐的感受力，打下我日后艺
术创新的根基。”

1959年6月，王林旭出生在平度县
三堤东村一个普通农家，但祖辈、父辈皆
受过良好教育。受家庭的濡染，王林旭未
经启蒙便迷上了绘画，六七岁时已是村
里小有名气的画童。村里的街道、胡同乃
至村民们新粉刷的外墙，都是他的画板。
之后，王林旭被破格批准参加公社文化
站的儿童美术小组。十二三岁时，还在上
小学的王林旭就被安排在平度展览馆画
宣传画。他笔下那些热火朝天的生产、生
活画面，幽默风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直到上大学，王林旭都没有接受过
正规的绘画教育。然而，也正因为如此，
他不被任何条条框框束缚，天马行空地
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家门前那棵年代
久远的大槐树，村子里到处可见的土房
子，田野里随风起伏的麦浪，天空那抹绚
烂的霞光……色彩斑斓的大自然，成为
王林旭绘画最好的素材。多年后，回想起
家乡的那段岁月，王林旭感慨万千：“我
是农民的儿子，我最爱农民和脚下的那
片土地。这里的一切，给了我自由的情怀
和敏锐的感受力，打下我日后艺术创新
的根基。”
1979年，王林旭考入潍坊教育学

院。在那里，他幸运地碰到了他的“伯乐”
杨元武。那个年代，很多国画老师并不具
备素描、结构的理念，而杨元武在这方面
却有着扎实的功底。在他的指导下，王林
旭的素描、速写水平迈上了新台阶。但很
快王林旭就不满足于学校的教学内容
了，他渴望学到更多、更新的绘画知识。
于是，他背起行囊，四处求教拜师，一边
领略大自然的造化神秀，一边如饥似渴
地参观展览。没有钱，他就靠在火车上给
人在钢笔上刻字维持生计。

“如果说一个画家的艺术前进如同
奔马，那我就是一匹野马，不拘一格，不
怕摔打，不畏艰险。”

中国水墨的变化无穷与深邃丰富，
让王林旭甚为痴迷。他尝试在绘画中体
会水墨的禅道理念，享受用水、墨、笔、纸
创造出不同画境的感受。1981年，他开
始探索艺术的创新与现代水墨的实践。
一贯以自然为师的王林旭在泰山写生

时，无意发现宣纸上拓印出的岩石纹理
之生动，为水墨皴法所不及。而后，王林
旭在黄山写生时，突逢大雨。游人唯恐避
之不及，他却沉浸在眼前山石松云的空
灵中，悠然自得。不想，雨珠滴落于画板
之上产生的水墨氤氲的特殊效果，让他
顿悟：绘画艺术原是与自然相通的。
1986年，王林旭在山东美术馆研

学，在学习林风眠、赵无极、朱德群、吴冠
中和刘国松等国画大师艺术文脉的同
时，开始摸索新的水墨范式，并思考中国
传统美术如何与世界对话这一课题。
1990年至1992年，王林旭在东京艺术大
学和中日友好会馆做访问学者。利用这
个机会，他潜心学习领悟横山大观、平山
郁夫、东山魁夷和加山又造等日本绘画
大师的技法，琢磨日本金银材料的审美
功效，开始尝试把东洋绘画理念和技法
融入中国传统水墨。

“东西方文明有如两条并行的河流，
但我想让它们最终都归入大海。”

王林旭最初是以写意墨竹名世的。
他笔下的竹子或摇曳生姿，或粗壮遒劲。
作为文化符号，竹既是高风亮节的人格
写照，又寓示着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
1995年，王林旭创作的巨幅墨竹画《和
平万年》被选为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
唯一一幅艺术作品。“这幅作品被联合国
选中，代表了中国传统水墨的高峰，但这
并不能代表传统水墨赢得了全世界的共
识。”王林旭坦言，在西方举办的很多中
国画展，去参加的外国人士寥寥无几，中
国传统水墨语言并不能为他们所理解和
接受。如何发展、创新国画，让世界充分
领略中国文化之美呢？
1995年至2002年，王林旭应邀参加

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自然与艺术的和平与
发展事业，同时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
大学亚洲文化中心研学。置身于世界现
当代艺术前沿的他，多次前往纽约大都
会艺术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感受
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绘画的思想脉搏。
研究了毕加索、布拉克、蒙德里安等人的
作品后，王林旭获得启发：当代的世界艺
术已经进入相互激变、融入的全球性发
展期。中国绘画既不能固守传统，也不能
全面效仿、追随西方艺术，而应在世界艺
术的整体发展中尽可能多地保留中国文
化元素，以形成一种世界性的绘画语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面临的气

候、环境和生态困境为全世界所关注，认
识、重视和保护自然是全人类的共识。自
小在大自然的照拂下成长起来的王林
旭，把大自然定为自己的艺术阐述对象。
“儒家思想始终是我的精神支柱。我要把
西方的艺术欣赏方式和东洋的绘画材料
附着在古老的宣纸上，讲述中国文化的
哲理和智慧，演绎东方的艺术理念，把中
国水墨转变为人人都可读懂的世界性绘
画语言。”至此，王林旭创建超象艺术的
思路和计划基本形成。

“王林旭教授的艺术与实践，美之于
自己，就像是一种信仰，用其布道的精神
来传播对人间大美之感动。”

超象，是王林旭在深入研究东、西方
绘画艺术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一个艺术
范式，起源于中国唐朝著名文学理论家
司空图的《诗品》，他用“超以象外，得其
寰中”“离形得似”等，指摄取之象外，略

于形色的思维特点和艺术表现方式。
在艺术语言上，超象艺术作品蕴涵

了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的神韵，体现出“天
人合一”的中国宇宙观，同时又融汇了西
方抽象艺术的审美精华，为中国水墨画
赋予了光感、量感和体积感，也为当代世
界绘画艺术赋予了新的形式感。
在绘画材料上，超象艺术作品以宣

纸为载体，除了使用传统材料外，还加入
了火山灰、咖啡粉、花草汁、树浆等原生
态材料，旨在唤醒人们热爱自然、回归和
保护自然的情怀。
在绘画技法上，超象艺术突破了传

统的描绘方式，在创作上融入泼、滴、漏、
拼贴等不同手法，在看似狂放随意的挥
洒之间融入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感受。
2008年，超象艺术在北京以作品首

展的形式正式对外发布。与此同时，超象
艺术还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国会
图书馆和大学多次展出。纽约现代艺术
博物馆莱文逊博士在梳理现代艺术发展
史时这样评述王林旭：如果说莫奈所做
的是表现自己的所见，毕加索作画是本
着自己的所想，波洛克是表现自己的所
为，那么王林旭则表现的是自己的所
感——— 即是不以让人们看懂了什么为目
的，而是以让人们感受到了什么为主的
艺术。
2011年12月，联合国授予王林旭

“世界杰出超象艺术金奖”；2012年6月，
超象艺术被展现在被称为“世界十字路
口”的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王林旭
成为第一位在这里亮相的中国艺术家；
2013年4月，联合国为超象作品《互动的
世界》和《共同的家园》举行落成交接仪
式，并决定在联合国总部大厦向世界长
期展示这两幅作品；2013年6月，王林旭
作为全世界唯一来自绘画艺术领域的代
表和唯一来自中国的主讲人，参加了由
联大主席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
的“文化与发展”专题辩论会并作主题发
言；2013年8月9日，第67届联大主席耶
雷米奇在北京访问了王林旭艺术工作
室，对超象艺术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作了
进一步的了解；2013年11月9日，联大
主席耶雷米奇和联合国副秘书长盖图专
程前往广州参加王林旭超象艺术展。耶
雷米奇主席在开幕式上致辞说：“超象艺
术把大自然视为一个具有活力和情感的
生命体，它的重点不在于叙述某一种特
定文化，而是要表达人类对大自然的感

情和态度，正是这一点，使超象艺术具有
了跨越文化、宗教和国别的共享性审美
特征，成为用艺术沟通各国人民心灵的、
积极而成功的一项世界性成果。”
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说，“王林旭教

授的艺术与实践，美之于自己，就像是一
种信仰，用其布道的精神来传播对人间
大美之感动。”

“一带一路”文化先行，用文化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他的关注点
是如何用文化的力量推动“一带一路”建
设。王林旭坦言：“如果说经贸合作是手
牵手，那么文化交流就是心连心。作为一
个文化工作者，我对‘一带一路’中的‘民
心相通’和‘文化包容’自然会多一些关
注和思考。”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看望致公、侨联、
对外友好界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讨论时
指出，要加强中外友好交往，讲好中国故
事，阐释好中国方案，广泛介绍“一带一
路”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
慧和力量。张高丽副总理的讲话让王林
旭深受鼓舞，他说：“‘一带一路’建设，既
是中国经济对外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次难得的历
史机遇。”
王林旭认为，“一带一路”应该文化

先行，同时，文化先行应注重三个方面：
一是投入要大，要以大目标、大尺度、大
范围和大步伐，掌握“一带一路”文化建
设的主导权；二是立意要深，既要立足中
国看世界，也要立足世界看中国，积极发
挥文化的包容力和牵引力；三是步伐要
稳，要对“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制定科
学可行的实施规划，逐步实现各参与国
的“心手相连”。
“我相信，‘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
不仅将促进我国与各参与国的经济发展
与文化繁荣，也将使我国以新的姿态和
形式面对世界、走向世界，以新的气质和
品格融入世界、引领世界；作为对外友好
界的政协委员，作为联合国文明联盟的
代表，我有责任也有义务，继续以艺术为
纽带，让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灵连结起来；
继续用文化的力量，为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对未来，王
林旭信心满满。

他是平度人民的骄傲和自豪
——— 访全国政协常委、画家王林旭

[ 最美文化人 ]

王林旭在联合国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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