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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37岁女子
获数学界最高荣誉

“国际数学家大会”
12日宣布，伊朗出生的米
尔札哈尼获颁数学界最高
荣誉“费尔兹奖”，她是
首位女性得主，也是伊朗
第一人。她毕业于美国哈
佛大学，目前在加州史丹
佛大学任教。

奥黛丽外孙女
首秀登时装杂志封面

上世纪好莱坞最具影
响力奥黛丽·赫本以清新靓
丽的形象征服了世人，被
外界誉为水仙精灵。如今
她的外孙女、20岁的埃玛·
费雷尔走进时尚圈，首秀
登上了时装杂志Harper’s
Bazaar的封面。

墨西哥女星自曝
为变苗条取出肋骨

墨西哥女星Thalia从1
岁起就在商业广告中成为
小童星，目前42岁的她在
全世界唱片销售量已达四
千万张，被称为是“拉丁
流行乐女王”。据她自称
是为了更苗条曾取出两根
肋骨。

美国变性人夫妇
丈夫生娃妻子当爸

美国一对变性人夫妇
目前已经生育两个孩子，
因两人未完全变性，作为
丈夫的27岁的尼克实际上
扮演了母亲的角色，怀孕
生子。32岁的妻子比安卡
扮演了父亲的角色，贡献
了精子。

8月12日，“太璞如琢——— 崔如琢指墨艺术
展”在省博物馆开展。

水墨淋漓十二幅丈二匹宣纸相连，巨幅大写
意《荷风千秋》（见上图）顶天立地。在省博物
馆1号展厅，为了完整呈现崔如琢的这件作品，
布展时，甚至拆除了一面墙壁。

崔如琢爱画荷。他的荷花绝非柔弱无骨，而
是峥嵘轩峻，气势磅礴。他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荷风盛世》，悬挂于人民大会堂二楼回廊北
侧，是目前人民大会堂最大尺幅的画作。另有一
幅《盛世荷风》，2011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
秋季拍卖会上，拍出单件1 . 28亿的价格，使崔如
琢成为进入亿元俱乐部的当代画家。

崔如琢还是一位收藏家、鉴赏家。此次济南
之行，和他160余幅指墨精品一起展出的《石涛
大士百开罗汉册页》，令人叹为观止，足以改写
中国美术史。而这只是他丰富藏品的冰山一角。
在北京坐拥静清苑，兼具美术馆与私家园林之
功，另一座新的面积7000平米的美术馆即将破土
而出。

人们惊讶，一位中国画家的艺术成就、社会
地位和个人财富竟可达如此地步。殊不知，他脑
中所思所想更令人称奇，足以掀起一场新的风
暴。

绝处逢生———

百年历史激发飘摇画梦

8月10日，高铁列车上走下来的崔如琢，一
身墨色唐装，持手杖而行。

在济南的空闲，他缓缓地对记者铺展开人生
的传奇。师从李苦禅先生，从小在故宫国画馆临
摹古人佳作，崔如琢对中国传统的精妙心领神
会。开口京腔京韵，展露文人本色，聊天最爱直
抒胸臆，谈到激越处，常起身而叹。

崔如琢有三个梦。在说梦想之前，他一定要
先说说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

记者（以下简称记）：为什么要从历史开始
说梦想？

崔如琢（以下简称崔）：我从小热爱中国
画，认识传统文化，但心里一直有个结。稍微成
熟一点的时候，正赶上“文革”，内心深处在挣
扎。这种挣扎是很痛苦的。画画过程中，看画
册、报纸、画论，开始讨论花鸟画有没有阶级
性？我内心是非常困惑的。从小酷爱的中国画，
还能不能画？在我们生活的年代，感觉搞不清
楚。

有一次回家，看见我母亲正用洗衣的大盆，
把我的那些画都泡了撕了。她说，这都是“四
旧”，她在保护我。我说，床底下那个小红箱子
你可千万别动！我把那些画藏到毛主席像后头。
“文革”马上要开始了，我找到街道办主任，把
家里的六件商周青铜器捐给故宫，躲过了被毁的
劫难。

为什么要说历史？因为我的梦想是从中国传
统文化的苦难史中走出来的，从最初的困惑，一
步一步变得清晰坚定。

记：您曾说，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民族
文化在全球的版图中逐渐被边缘化。

崔：我们的民族并不是一直被边缘化，这只
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

从鸦片战争开始，民族在屈辱中开始反思，
满清政府开始搞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时，我们的
洋枪洋炮很厉害，但还是失败了，于是又有了戊
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时，一些学者把一切错误归
于中国历史。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待民族的历史。五四运动
把传统这棵树给砍了，但是根还没有拔。到了
“文革”，把传统连根刨了，过去全部被否定
了。

中国画就是在这样的苦难中，风雨飘摇。
记：即便如此，您并没有放弃中国画，1981

年走出国门，继续画国画，听说在美国甚至拒绝
学英语？

崔：是。有的画家说，如琢你怎么还不报英
语班？我一个画中国画的，花那么大精力学英
语，有那个必要吗？英语就是一个工具，知道怎
么吃饭怎么问路就行了，就像自行车，能用就行
了。在那个环境里，不能完全靠自己的专业生
存，要靠自己的哲学头脑生存，那威力就大

了——— 我觉得我所有的智慧，都源于强大的传统
文化背景。

记：经过历史的惊涛骇浪，后来又游历了很
多国家，为什么始终不放弃传统？

崔：我们国家的GDP逐渐超越欧美，但是民
族精神的复苏、文化的复苏还有待时日。文化才
是这个民族的魂！即便在文革最热火朝天的时
候，我还是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研究传统。因为民
族的魂在传统里，不在外来的主义里。我坚定地
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的魂是不会断的。

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当有理想有担当，这
样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前途。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现在是关乎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兴亡的时
刻，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有担当精神，更何况一
个画家呢？

记：传统文化会回归成为当今中国的主流
吗?

崔：当然。每个民族必须坚持自己的主流文
化、主流意识，这是民族自尊的问题。即便是在
落后的非洲国家，也要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主
流。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灿烂的文明依
然保持生命，硕果仅存。但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
中，仍然有明显的错误。年轻人学画，上来就学
素描。我们还在以西方艺术为主导，拿西方的美
术理论当圣经，而自己的精神被践踏被否定，你
说是错误还是正确？

我相信，有一天，中国的美术学院将回归到
以学中国画为主。

古今观照———

梦想艺术成就超越历史

崔如琢的第一个梦想是使自己的艺术成就超
越历史。

揣着800美元来到美国，崔如琢最初住在地
下室，每天坚持画中国画。虽然房租都没有着
落，但走在曼哈顿街头，他的情绪是兴奋的，因
为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未来。凭借超人的胆识，
他很快打下一片天地。声誉鹊起时，他却封笔十
年，通过收藏鉴赏积养学识。归国后，重新开
笔，更上层楼。

指墨创作是他近年来新的努力方向。所谓指
墨，就是画家以手代笔，蘸墨作画，别有一种特
殊趣味和技巧。

记：中国画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但传统社
会已无法复原。传统的土壤没有了，价值观变得
多元，中国画该何去何从？

崔：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意义，但你对传统的
理解有偏差。

并不是旧的才是传统的，新的也可以成为传
统。传统是延续的，明、清、民国、新中国各有
传统。你坐在这里，就有传统。民族有生命的一
天，就有传统。传统是生命的再现，传统就是生
命。人的生命没有停止，传统就没有停止。

中国画发展到今天，传统从来没有停止过，
只不过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
就在于传统一直在变。

记：也就是说，传统在变，艺也在变，但是
民族的基因不能变。

崔：基因不能变，营养可加强。
东西方文化各有千秋，谁也不能说谁比谁伟

大。但从本质上来讲，传统的西方油画，文化底
蕴和指导精神是科学。而东方艺术的指导精神，
是哲学。

我们看中国画，谈笔墨，不是只从技巧层面
理解如何用笔用墨。我们的笔墨传达的是一种精
神、一种境界、一种哲学意蕴。由于西方在思维
方式上特别强调科学，这直接影响到西方的绘
画。以达芬奇为例，他既是一个数学家、科学
家、建筑家，同时又是一个画家；而中国画家则
不同，更注重灵智性。

记：所以，中国画的大家必须兼通文史哲，
历史上的国画大师往往同时也是哲学家、文学
家。

崔：要画好中国画，必须有好的艺术修养。
西方艺术和中国画相比，一个功夫在画内，一个
功夫在画外；一个是形，一个是意；一个是科
学，一个是哲学；科学是有限的，哲学是无限
的，因为宇宙是无限的。中国画里天人合一的意
境，和世界观是相通的。

我认为，指墨更能体现中国绘画的哲学精
神。指墨是一门艺术，历代均有实践。清代“二
高”（高凤翰、高其佩）是指墨第一个高峰，再
到潘天寿，然后就是我，指墨画进入了一个新的
高峰和境界。指墨和水墨只是工具不同，但是精
神相通，究其本质一样，根是一样的。指墨不是
旁门左道。正所谓，同根指笔各生花，喜借热风
写冷霞。师古师心师造化，神州学海本无涯。

可以说，我的第一个梦想其实已经实现了。

中西角力———

梦想市场价值超过毕加索

在繁华京城，崔如琢的静清苑大隐于市。
鄙于西式别墅一统天下的“怪现状”，崔如

琢将自己的美术馆兼私宅选址于观唐中式别墅
区。这座中式园林四时之景不同，内涵江南园林
之灵秀，外散北方山庄之舒朗，观者如入画境。

从美国到欧洲，再到世界各地，崔如琢参观
了不少一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兜兜转转最终回
到北京。崔如琢的第二个梦在此生发。

记：您是最早介入国际艺术市场的中国画家
之一。中国当代画家的价值近年翻升，有媒体评
价您是市场的领头羊，是“始作俑者”。

崔：有些中国画家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
是感谢我的。之前有记者问我的作品拍卖价这么
高，以后能不能超过毕加索，我当时便不假思索
地回答：一定能超过毕加索。超过毕加索不是个
人问题，而是让全世界对中国艺术重新认识。

我的第二个梦就是，在八十岁以前，使作品
在国际市场上超越西方所有的艺术大师，包括毕
加索，梵高，达利等。这不是我个人的梦，而是
民族梦，是习主席所说的中国梦。

因为，市场的价值是艺术价值一个方面的体
现，但是在纽约、伦敦等国际艺术市场上，一直
是被西方话语权所统治的。现在你看市场上，最
贵的画家全是西方的。毕加索是最典型的，很早
就超过一亿美金。

中国画目前还没有一个画家拍卖价能超过一
亿美金。不仅中国画，我们历史那么悠久的青
铜、玉器、磁器、陶器、书法，都没有一个过一
亿美金的。是不是我们的艺术不如西方？

记：当然不是。
崔：这关乎民族尊严。凭什么西方最贵？我

们为什么不能超越？我们要让艺术品的话语权，
回到我们自己，不需要西方来给我们定论。

给我十年的时间，我要超越西方所有的大
师。通过这个点，证明我们民族的艺术不亚于西
方。如果我的画市场价值超越了西方的大师，石
涛、唐伯虎的画难道不应该超越吗？当然也要超
越，这些画作还有珍贵的文物价值！还有，商周
的青铜，唐宋元明清的瓷器，难道不应该超越
吗……

我现在单件作品拍卖三次破亿，全场作品拍
卖七次破亿，但不是美金。我必须要挑这个头。

记：不怕有人说您狂吗？
崔：肯定有人会说：你为什么这么狂？我可

以明确回答：我就是要这么狂，为什么不能这么
狂？我要夺回民族失落的话语权，找回民族丢失
的文化自信。

当毕加索、梵高卖到过亿美金的时候，我们
耳边响起的是一片赞美声，又过亿了！可是当我
们一个中国画家，比如齐白石的画卖到上亿人民
币的时候，却传来很多噪音：“又在炒作，根本
就没有这么贵……以前几块钱几十块钱一尺的
画，现在几千万一尺，不是炒作是什么？”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当中
的一些人精神上已经对西方投降了。民族的精神
在丢失。我们以前是很自信的民族，现在成了没
有自信的民族。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文化认同与
文化自信，其后果是相当可怕的。不认同民族文
化焉能自信？不自信谈何创造？有鉴于此，我们
必须正本清源，坚守传统。

我曾经对企业家、收藏家谈到，在有经济能
力的时候，应该把我们流失海外的艺术品买回
来。这样的话，西方、包括日本，才能对我们民
族的艺术文化有一个新的定位，而这个定位可以
靠市场帮我们完成。

未来畅想———

如琢艺术奖金超诺贝尔奖

崔如琢说，中国画有六法，第一法是“气韵
生动”。

采访中，他认真翻找出十几岁时画作的照
片。恩师李苦禅为他十八岁所画梅花题跋：笔墨
气势颇正确，从此努力可矣。崔如琢对艺术的执
着无片刻动摇。

崔如琢和他的三个梦想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我画中国画五十多年，可以说画
了一辈子，但都很难说轻易就能做到气
韵生动。因为中国画的这种追求是无止
境的，这种格局、这种境界是永恒
的。”

“作为一个画家，我似乎什么都有
了。但是人要活在希望中。”崔如琢的
第三个梦落脚于慈善，有志于将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放大至全球。

记：您在《崔如琢谈艺录》里提
到：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拥有高度
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凝聚
力、外渗透力、融合力和再生力，它能
根据系统进化的功能，不断形成新的结
构，并依靠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今后的
发展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我的第三个梦想，准备在八十岁以
前成立如琢艺术奖，使其超越诺贝尔
奖。

西方的诺贝尔奖，让全世界的学
者、艺术家为之向往，中国人也拿过诺
贝尔奖，让获奖者享受了一生的荣誉。
诺贝尔奖有影响力，首先因为诺贝尔本
身是科学家。光有钱不行，如果一个奖
项光有钱，最多是一个“土豪”文化
奖。一个国家光有钱，没有文化，人家
会说你是“土国”！

但事实上，我们是最有理由有文化
自信的民族。我们的传统被抛弃，文化
遭践踏，在特殊时期，我们自己毁灭自
己的文化，但在国际上，中国传统艺术
的美从来没有被否认过。举例来说，在
英国、日本，最昂贵的家具是仿中国式
的，最昂贵的瓷器也是仿中国的，但是
你再仿造，也仿造不出中国官窑瓷器的
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人类的艺
术，是发自心中的艺术。人心中美的东
西，不是想铲除就能铲除，之前否定的
东西，现在又都回来了。中国的优秀的
传统文化和艺术，会随着国家越来越强
大。

记：诺贝尔奖有其权威性。它被全
世界认可和追逐，可能和其高昂的奖金
不无关系。

崔：对普通人而言，100多万美金
的奖金额是很高的。我可以肯定，如琢
艺术奖的奖金肯定要超越这个数额。我
要让全世界的艺术家争拿这个奖。

在争这个奖项的过程中，世界会知
道，这是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奖。如果这
个理想实现了，海外的艺术界会怎么看
中华民族，会怎么看中国的艺术家创造
的价值？世界会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重
新定位。

记：您是想把全球文化艺术的中心
坐标拉到北京？

崔：对啊！在历史上，唐朝的长
安，宋朝的汴梁都曾是全世界最伟大的
城市，未来的北京也可以。我们的民族
文化已经被边缘化百年了！今天，我就
是要发出一个信号，吹响一个号角！

记：这个宏伟的目标有没有具体的
路线图？

崔：我是有战略计划的。故宫博物
院将出100卷《崔如琢大观》，每本书
收录1500尺精品画作。按照今年的行
情，一尺画价值50万，那么一本大观收
录的画作价值7 . 5亿。100本呢？将是750
亿。艺术品价格逐年上涨，到90岁时，
我要画足20万尺画。即便是保守的估
计，存在银行里，一年的利息将是两亿
美金。

记：我们注意到，“战略计划”是
您经常提到的词。

崔：我做任何事都有计划。12年
前，我们已经开始策划今天的事。在画
坛，我每年都有新动作。今年，香港即
将新开一个崔如琢美术馆，明年3月，
在日本静冈县伊东市已建成的崔如琢美
术馆将开研讨会，逐步向全球扩大优秀
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影响力。我相信如
琢艺术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国富则艺贵，国贫

则艺轻。每一个画家都应

当有志于通过自己的作品

引起世界对中国文化艺术

的高度重视。”

——— 崔如琢

徐延春/摄影
崔如琢，书画家、鉴藏家、静清苑主。1944年生于北京，1981年定居美国，1996年回国，定

居北京，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长花鸟、四季山水、书法，尤擅指墨。
作品在国际展览中屡获艺术成就奖，并被美国前总统里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陈香梅女

士、宋庆龄女士、贝聿铭博士等政要名流收藏。截至目前，其单幅作品市场价值三次过亿元。
2014年，山水长卷《丹枫白雪》在香港保利拍卖会上拍出1 . 84亿港元，创中国当代艺术家拍卖最
高纪录。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