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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鲜活的时空中，要真切的去面对每时每刻源于

自我六识的反应，去发现属于自我和世界之间的那个虫

洞，从而融化人与我、己与物、传统与现代等界面，从万年

前的原始到当下的文明，这天生俱来的对立，是无智的悸

动。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美好的传统，而传统里存在着种

种可以被当下淘汰的，和种种必须一生保持的，这对于个

体，需要经常性去排解。于中国式

绘画而言，水与墨毕竟只是一种物

质，而人类习惯了触物生情的业力，

往往无力摆脱，从而沉迷于和自己

无关的过去，并以为是种收获而窃

喜。作为一个个体，我经常提醒自

己，并用水墨去记录自我世界里的

一些情绪思痕。水墨这样的工具，

它对我而言，只是方便。因为有这

样的便捷，使一个人可以随时沉溺，

去表达心灵深处的那些自由与平

等、变幻与激动。

在面对自然的事物面前，我常

常把它分解成三个角度：第一是选

择可以入画的自然景致，这可以简

单到一花一叶；第二是我对自然景

致的意境的投射，这是个体重新赋

予自然的能力与意义；第三便是思

考选择以什么样的笔墨语言来重现

这两者。

对于第一点，我尽量不按正常

的、大众化的观看事物的角度去观

察，我习惯性地在移动中去察看对

象，选择特别的视角，从而成为一张

画的基本构图。但当你彻底瓦解了

构图程式，哪怕破绽也会成为那种

意外的惊喜，而面对空纸一张，有时任性就足够了。

第二点以我这些年的经验便是读书，以诗歌为主，古

今中外都读，我以为人对自然的感触是不受时空限制的，

时空只是个虚幻的概念，所以可以不断的去体会每一种

诗意的气质，从而尽量不让自己落入某种气质，并能够熟

练的变化气质，这一点是我一直坚持的，虽然至今我还不

够。除了诗词之外，对宗教与哲学认知是必

不可少的，这包括现代前沿科学对事物的认

识。当一个人能从各种知识结构去看待理

解同一事物时，一个人才会尽可能的减少自

己的困惑。理清则事无碍，这也是古人的教

诲。而一个人的见地，以格局为上，但不拒

绝情趣；取意志而尊物理，这不仅是艺的取

向也是士的行径。所谓境界，是明白了极微

尘的大方广；所谓通达，是使人可以不昧雅

俗贵贱，这种种的心行便是一个艺术家的底

气。

而对于第三点它直接承载了一个艺术

家所有的积累，以有形的笔迹表达无形的审

美观。创造什么样的造型是解决所有艺术

的根本，一切问题都可以从造型得到解决，

笔墨的安排必须服从于此，完整的造型体现

了一位艺术家的精神世界，摄受了画面的所

有元素。所行的是笔墨，能见的是造型。所

指的是精神的高低与否。

我以为，一张上乘的画作，多是在无心之时生发的，

人与画、水与墨等都执意不得，即便是种种用意用笔的犀

利，看起来都要那么的漫不经心。

艺术，毕竟是智者的手物，不是苦行僧的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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