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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承华 1964年生于福建。1988年毕业于福建

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1992年于日本名古屋艺

术大学油画专业研究生毕业。

获日本佐藤国际文化育英财团奖学金、获财团

法人日本国际教育协会奖学金。1995年毕业于日本

爱知县立艺术大学研究生院油画专业，获艺术硕士

学位。1999年~2000年，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

院艺术研修。

2002年~2005年，被聘为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2006年应英国剑桥圣·巴纳巴斯国际版画中心

邀请进行驻地创作。2007年应德国洪布罗伊希岛基

金会邀请在诺依斯工作室驻地创作。2010年应瑞典

阿特利艺术中心邀请进行驻地创作。

日前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

综合材料绘画艺委会秘书长，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

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力 量 与 忧 伤
——读唐承华的作品有感

□ 彭 锋

第一次看到唐承华的作品，

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漫延

——唐承华作品展”上。大型装

置作品《天边的云彩》，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当时我和艺术家们

正在准备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

展览。我们的展览题目叫《弥

漫》，其中有一件题为《浮云》装置

作品，在气质上与《天边的云彩》

有点接近：二者都以白色为主色

调，都有雾，都有“漫”的意绪。当

时就有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感

觉，心里浮现过一个念头：如果我

早知道唐承华做过这个装置，就

会邀请他加入中国馆的创作。与

装置一起展示的，还有题为《唐

丝》的绘画装置，与同样题为《天

边的云彩》的绘画作品。之所以

说《唐丝》是绘画装置，因为它们

严格说来不是绘画，尽管最终的

呈现方式与架上绘画没有什么不

同。这些作品带有很强的观念性

和行为性，绘画只是其中的部分

成分，而且不是重要的成分。即

使是最像架上绘画的《天边的云

彩》，它们的创作和展示方法，与

传统架上绘画也非常不同。对于

唐承华来说，绘画方式、材料、门

类等等之间的区分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解决问题，实现自己的艺

术表达。

随后多次去唐承华的工作

室。在唐承华的工作室，我看到

全套版画印制设备，以及大量用

过的印版。挂在墙上的题为《天

边的云彩》的作品，不完全是画出

来的，它们是在印刷痕迹的基础

创作出来的。在这些作品中，印

刷与手绘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照和

呼应关系。大面积的印刷痕迹，

增加了画面的力量。在印刷痕迹

的基础上的着色、书写和涂绘，赋

予了画面以柔情和诗意。在那些

大面积的印刷出来的黑色中，仿

佛能感觉到混沌初开的艰难、沉

重和疼痛；在书写和涂绘的色彩

中，仿佛能感觉轻盈的呵护和慰

藉。印刷与涂绘的交织和叠加，

让机械和人性形成对照和转化，

在让机械更加机械，人性更加人

性的同时，也让人性体现出机械

的特征，让机械体现出人性的特

征。这种处理，将机械的必然性

与人性的偶然性对照起来，并让

它们相互渗透，很好地揭示了机

械与人性混杂的当代处境。机械

既成了人性的延伸，又成了人性

的桎梏。这种机械与人性、必然

与偶然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在作

品的组合方式中。唐承华的作品

有它的基本单元，基本单元本身

就是一幅作品，而且这些基本单

元还可以组合成不同的作品。表

面看来，这种随意的组合似乎破

坏的画面的有机整体性，但是事

实上它给了解释以更大的空间。

这些作品之所以成立，除了传统

的版画和手绘因素之外，还有一

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艺术家的选择

和解释。由此，在看似机械性的

拼贴和组合中，渗透了充满人性

的选择和解释。由于选择和解释

也加入构成作品，唐承华的作品

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代主义

形式主义的范围，进入了观念艺

术领域。

在唐承华工作室，我还看到

他最近的一批版画作品。这是他

今年春天在北京郊区写生的作

品，题为《写生》。我以前很少听

说版画写生，对唐承华的这些写

生作品不免感到好奇。当然，这

不是说版画家不写生。不过，版

画家写生通常是为创作收集素

材，经过起稿和蚀刻，才完成最后

的作品。直接在板材上写生的，

比较少见。也有版画家不起稿，

直接在板材上创作，比如一些木

刻作品就是一次性刻成的，但直

接用木刻写生仍然少见。唐承华

的这批作品是直接在锌板上画成

的。从最终印刷出来的效果来看，

出人意料地吻合我们对北京春天

的感觉。北京今年春天比常年较

冷，植物苏醒更慢也更艰难。拿着

金属板在外写生的唐承华，常常

能感觉到寒意袭人。唐承华的版

画写生很好地传达了北京春天的

萧瑟和料峭，以及萌动的生意的

艰难和坚毅。唐承华在谈到他创

作的感受时指出，这种版画写生

的方式，与北京的春天的感觉形

成了绝配。任何其他时间和地域

给人的感觉，用这种版画写生的

方式来表达，似乎都不太对。从

唐承华的谈论中可以看出，尽管

他把他的作品称之为写生，但不

是以再现外部世界为目的，因而

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有了较远的距

离。不过，唐承华并没有因此陷

入纯粹的抽象。唐承华的作品既

不是纯粹的形式游戏，也不是表

达内在情感的抽象表现主义。尽

管表面上看来，唐承华的画有些

抽象，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现实

主义绘画所强调的准确性来衡量

唐承华的作品。这里的准确，不

是指绘画与被再现对象在形与色

方面的符合，而是指感觉传达的准

确性。我们可以说，唐承华这批写

生作品，准确地传达了北京春天给

人的感觉。这种准确性，让唐承华

的绘画与形式主义和表现主义抽

象拉开了距离。就对感觉的准

确传达来说，唐承华的作品不再是

个人的呓语，而是可以进入公共领

域，可以用客观性来衡量。从这种

意义上说，唐承华对绘画的探索，

接近通布里 (Cy Twombly)对

抽象绘画的理解。在题为“四季”

的作品中，通布里并没有再现代

表春夏秋冬中的任何事物，但是

它们却准确地传达了人们对四

季的感觉。这里的准确性，一点

也不亚于现实主义绘画对对象

的形和色的再现。由于唐承华

的写生作品，实际上是由他在金

属板上的划痕形成的，它们的力

量超出了任何笔画。那些生硬、

冷峻的线条，充满了力道。这种

金属刻划的力道与传统文人画所

推崇的力透纸背不同，它们不是

唤醒我们关于传统美学中具有神

秘色彩的气韵生动的记忆，而是让

人产生受伤的联想。那些看上去

像树枝和草丛的线条，也可以被直

白地读解为伤痕。充满雾霾的北

京，让这个城市很受伤，让生活在

这个城市中的人们很受伤。当人

们只能戴着口罩出行的时候，再谈

气韵生动只是一种奢侈，甚至有些

残暴。

唐承华的创作不受媒材、画

种、方法等等的局限。除了装

置、油画、版画之外，唐承华也创

作水墨或者纸上作品，并将它们

命名为《风景》。仅从命名上就

可以见出，唐承华的水墨不同于

传统水墨。对于传统水墨来说，

风景是一个外来的现代观念。

同样的内容，用西洋画种来表现

叫风景，用传统水墨来表现叫山

水。用水墨来画风景，注定是文

化杂交的产物。唐承华的这些

题为风景的纸上作品，除了使用

水墨外，还用了诸如色粉和油画

棒之类的色彩和工具，它们既不

同国画山水，也不同油画风景，

更接近抽象的意念绘画。如果

说它们是风景，那也只是艺术家

的胸中丘壑。

唐承华打破媒材、不拘门类

的创作方式，与他的艺术经历有

关。他早年在国内学习美术，接

受了严格的写实训练；后来东渡

日本，在那里求学和创作，对绘画

材料有深入的研究；再后来又远

赴纽约，受到当代观念艺术的熏

陶；最后回到中央美院从事版画教

学和创作。唐承华的艺术经历，经

历了一个轮回：从中国出发，又回

到了中国。但是，这种轮回并不是

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的上升，

是辩证式的演进。面对全球化时

代的多元文化，唐承华没有采取

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采取亦此

亦彼的包容。在唐承华的作品

中，我们很少看到具有地方色彩

的文化符号，我们看到的是可以

跨文化传播的情感，是在人类现

代性进程中可以普遍感受到的力

量和忧伤。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

程中，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

力量。然而，这种力量究竟将人

类引向何方，却没有定论。唐承华

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内

在于现代性之中的悖论。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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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风景No.15

行走的风景No.10

行走的风景No.49 冬至系列

天边的云彩布面油画系列

天边的云彩（装置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