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9日，由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山
东艺术学院、民族文化宫主办，山东美术馆、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国家民族画院承办的“情
系桑梓·王林旭超象艺术作品展”于山东美术馆
圆满闭幕。此次展览共展出王林旭先生有代表
性的“超象艺术”作品60余件，历时12天，接
待社会各界观众达5万人次。王林旭先生专门为
此展创作的长达14 . 1米的巨幅“超象”作品
《齐鲁青未了》，气势撼人，意境悠远，深刻
反映了厚重博大的齐鲁文化内涵。一幅《齐鲁
青未了》，既是王林旭30年后荣归故里，赤子
情怀不能自禁的畅快抒发，也是本次展览的点
题之作。这件作品是王林旭在考察山东美术馆
整体环境后，内心激动进而触发创作激情所
作，如山东美术馆馆长徐青峰所说：“是王林
旭先生的内心和山东美术馆相互碰撞之后产生
的作品。”

长达24 . 5米的《新富春山居图》由35块画
板组成，此次展览却未采取常规的长方形拼
贴，而是让画板以“凌乱”的姿态分布在展厅
墙面上，常规布展的横轴状小图与“乱石铺
街”一般的现场布置两相映衬，既让观众倍感
新奇，单块画作均可独立成画，结合到一起又
是一幅全新的作品。同时也实现了观众的身份
转变：他们瞬间变成了艺术家，可以依照个人
的审美体验“重排”这些作品，用自己的眼睛
和头脑开展自己的“创作”。《岩爆》、《混
沌初开》、《沙尘暴》、《工业时代》……一
幅又一幅以写意、抽象面貌呈现在观众眼前的
“超象艺术”作品，以其对人类生态环境的高度
关注，引起了他们内心深处高度的共鸣。许多观
众由衷感叹：“‘超象艺术’跳出了地域的或民
族的限制，超越了文化隔阂，反映了全人类共同
关注的话题，这是每一个人都会关注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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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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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不以让人们看懂了什么”为主，而是“以
让人们感受到了什么”为主的艺术。

据了解，本次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
关注，来自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30余家美协
的主席、副主席和艺术家、批评家，和自发前
来的两千多名观众出席了开幕式。展览期间，
联合国副秘书长盖图专程从纽约前来参观支持
并发表演说，韩国驻华使馆经济公使朴银夏等
国际人士专程前来，并对王林旭先生的“超象
艺术”做出了高度评价。

在8月29日举行的学术座谈会上，中央文史
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王镛，《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西
安美术学院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彭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王宏建，湖北美术馆特聘研究员鲁
虹，中国美术馆学术研究部主任徐虹，《中央
美术学院报》主编、教授殷双喜，中国艺术研
究院院刊《文艺研究》副主编陈剑澜等多位国
内一流的美术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王林旭

先生的“超象艺术”做出了深入解读。
作为“第七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的系

列活动之一，各级媒体对展览的自主宣传报道
亦可圈可点。展览闭幕前夕召开的媒体见面会
上，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大众日
报》等媒体的记者围绕“超象艺术超越了什
么？”“如何在世界文化艺术发展的背景下发
展中国艺术”等尖端话题，与王林旭先生开展
了深入探讨。热烈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深夜，大
家却丝毫不觉疲倦，依然情绪高涨。

整个展览活动期间，前来参观的领导、专
家以及各界群众一致认为：王林旭先生的“超
象艺术”特别关注核污染、沙尘暴、雾霾、荒
漠化以及海啸、水土流失等人类关注的生态环
境问题，生态美学的学科问题，这是他能够成
为联合国中外文化交流使者，他的“超象艺
术”作品能够走向世界，唤起各国观众普遍共
鸣的重要原因。的确，进入21世纪以来，世人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的发展对自然环境有
了太多的改变和破坏，这不是一个民族的感
怀，而是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感怀。王林旭先生
用他的“超象艺术”开启了两扇大门，一是让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之门，二是让世界文化走进
中国之门，同时铺就了世界文化全球化之路，
他唱的不是民乐独奏，而是“国际歌”。

可以说，“超象艺术”是一种全新的艺术
语言，阐述了一种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艺术话
题，是当下全球化、信息化、互联网时代人们
视觉艺术的需要，是感知大自然和地球可持续
发展的需要，是人们对大自然关怀和对生态发
展的忧患，是多元文化共同努力下的艺术成
果，是艺术正能量的体现。“超象”的生成，
广泛吸收了国内外艺术的营养，其中包括中国
现代水墨艺术家、日本艺术家和欧美艺术家的
经验。“超象”的阐述，聚集了国内外多方美
术专家和批评家的真知灼见。“超象”的推
广，得到了国内外各方力量的全力支持。

每个艺术家都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也都
需要面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艺术创作是对
古今世界的一种文化表述，它折射出的是艺术
家对历史、传统和时代的态度，王林旭先生的
艺术态度和他的生长环境紧密相连，无论他走
到哪里，家乡都在他的心里，在他的画里。从
画竹子到画“超象”，他在艺术创作中始终倾
注着对家乡的情感和体验，这次展出的是一批
有代表性的“超象”艺术作品，这些作品都是
在纽约大都会现代美术馆、联合国大厦、纽约
大学、波士顿大学、美国国家图书馆以及北京
画院、民族文化宫、吉林东北亚艺术中心、广
东省美术馆展出过。这些作品都是我思、我
画、我想的艺术体验，这些画不仅具有这一艺
术在创作技法、材料和视觉上的典型特征，也
反映了他的创作历程，在关爱大自然的视角下
思考人类的未来。作品中的大自然有他山东家
乡的影子，作品背后关于人类未来的思考，也
包含他对山东家乡的前景展望，家乡永远和他
的艺术融合在一起。

“超象艺术”唱响“国际歌”
——— “情系桑梓·王林旭超象艺术作品展”综述

在展览圆满闭幕之际，为全面整理展览期
间各级领导、专家、观众对展览的评价，进一
步深入挖掘和推广“超象艺术”的深刻内涵，
让“超象艺术”超越实体展览，以永恒的文化
姿态深入人心，得到更好的接受、弘扬，我们
整理各界评论，汇编此文，以飨广大读者。

泰格艾格奈瓦克·盖图(联合国副秘书长)：
王先生的“超象艺术”作品是很伟大的艺

术作品，这是我看完展览后发自内心的感受。
这些作品表现了自然和现实世界，给我很大的
震撼，展现了人类的精神和灵感，也抽象化地
展现了王先生内心关注的世界。看到这个艺术
家，你不知道他的头脑里在想什么，但看到这
些作品后你就可以感受到，很强烈地反映出了
人们的思想，这就是艺术家为何如此宝贵的原
因，也是艺术家给人类的贡献。我在联合国总
部大楼每天都能看到王先生的作品《互动的世
界》，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作品，全世界人民都
能认识和感受到通过他的作品带来的精神和力
量。同时我也感到很幸运，可以每天在联合国
总部看到王先生的作品。每次看到王先生的作
品我都在想：真希望我自己也是一位画家。

冯远(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文联副
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

王林旭画展的重大意义在于：改变了人们
对国画、油画这两个画种的既成认识，感受到
的是传统也好，现代也好，都让老百姓的审美
理念有了重大改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开创
了实验艺术的先河。王林旭的“超象艺术”在
色彩、颜料、材质上都有很大的创新，作品的
肌理感跟其它画种都不一样，在现代感与传统
的结合方面也很好。应该说，“超象艺术”的
路子很好，要大胆地接着做，好好地总结一
下，形成并确立起“超象艺术”的理念体系。

张志民(山东省美协主席、山东艺术学院院
长)：

漫漫人生路，浓浓故乡情。王林旭先生有
着浓厚的故乡情怀和赤子之心。本次展览，他
将潜心创作的超象艺术作品，回报展示给山东
观众乡亲们，为山东艺术家提供了一次很好的
学习交流的机会。王林旭先生在绘画艺术的不
断探索和追求中，勇于实践，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的广阔胸襟，用美术的形式承载中华民族
的精华，勇于担当国际间文化交流使者的崇高
使命，都值得我们美术界的朋友们学习和借
鉴。

朱全增(中国美协理事、山东省美协驻会常
务副主席)：

王林旭的展览开创了山东美术界的新局
面，是山东美术界的一面旗帜，值得赞赏、值
得赞美、值得向世界发声，引起了山东美术界
高度关注，在山东各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
的作品老的喜欢，年轻人也喜欢，专业的看懂

了，业余的也看懂了。
王宏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觉得《齐鲁青未了》这件作品是王林旭

创作中新的一步，和他过去的创作不完全一
样。他像诗人和音乐家一样创作，在观察自
然、观察社会、观察人类中的一些现象以后，
梳理自己的感受和激情，画的是自己的感情，
而不是外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齐
鲁青未了》这件作品画的就是王林旭的心源。
这样的创作给艺术家很多的启示，因为艺术的
本质是自由，艺术家在精神上、创作上应该是
一种完全的精神本质力量的解放，一种自由的
精神劳动。我想王林旭继续在他的“超象”道
路上前进，将会不断获得更大的自由！

殷双喜(《美术研究》杂志主编)：
王林旭先生这次展出了不少新作。我看了

一下，和2011年看到的作品相比，有延续，也
有变化。我觉得一个变化是对色彩、肌理、金
银材料的使用，有很大的控制，要谨慎多了。
前面那三个因素的装饰性很强，会把画的格局
和格调给降下来。现在他重新强化了水墨因
素，这样不仅画大了，格局和空间气息也扩展
得更为宏观。比如像《齐鲁青未了》这幅作
品，很好地展现了山东这个地区艺术的重要特
质——— 像泰山一样的宏伟和壮观，这是一个崇
尚高美的格局，体现出中国文化正大光明的调
子。也就是说，山东文化和艺术的基本特质，
在这幅画里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样的一种正大
气象，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中国画发展的一个主
要类型。

王镛(中国美协理事、著名美术史家、博士
生导师)：

中国画走向世界是一个时代课题，也是一
大课题，因为我经常到国外参观，在国外展出
的中国画家可以说观众的反响并不热烈，并不
会有轰动效应，往往是观者寥寥。所以说，当

代中国画走向世界还是一大难题。我认为，中
国画要走向世界，首先要走出自己，走出传统
的笔墨程式。如果一味地丰富中国画传统的笔
墨，当代的外国观众很难欣赏和接受。

王林旭恰恰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作为一
个当代中国艺术家，必须关注当代人类共同关
注的与人类生存命运攸关的焦点，特别是艺术
文化关注的焦点。我搜索了一下、回顾了一
下，第四届北京双年展的主题“生态与家
园”，最有号召力，世界各国的艺术家投稿空
间踊跃，而且作品的质量非常高。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抓住一个当代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问
题。王林旭恰恰是这样，他的“超象艺术”特
别关注水污染、沙尘暴、雾霾、荒漠化等等人
类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他专门有一个联合国文
化生态美学的课题，这也是王林旭能够成为中
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的作品能够走向世界，
唤起各国观众普遍共鸣的重要原因。

尚辉(中国美协《美术》杂志执行主编)：
21世纪，中国画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需

要极大的提升，这个提升需要有像王林旭这样
的专家作为一个桥梁才能推出的。为什么这么
说呢？因为中国画尤其是传统的中国画，由于
文化跨越上的难度，西方世界、西方文化在理
解上存在障碍。我们今天展览的主题叫“超
象”，什么是“象”？这个“象”不是造型，
不是我们视觉中看到的形象，而是和心中想像
的“象”联系在一起的。王林旭先生的艺术作
品一个最主要的理念是在西方文化的背景里，
在推助中国画的时候，提出“超象”这样一个
概念。

徐虹(中国美术馆学术研究部原主任)：
我觉得王林旭的“超象艺术”，实际上是

一种西方的超越主义和东方的审美主义的结
合。这种结合特别能为西方人所接受，通过他
们的思想体系，来理解东方的审美主义。我们

可以通过此次展出的新作品看到王林旭的风格
特色，譬如他让时间错位，世纪和时间，秩序
是打乱的，可以重新组合，以此对照心灵和自
然、和季节的一种错乱变换关系。第二，他把
空间也进行错位和定制，把树和山重叠，在云
之间突然出现了很硬的这种颜色，这样的错
位，带来一种超现实的、幻觉化的体验。

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体现出来的现实的
抒情性和未来的悲剧感的联系。东方有对现实
世界的抒情性，把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
但是对未来的悲剧感只有西方的抽象和浪漫主
义有，只有有宇宙意识的民族有，东方民族是
比较缺乏的。王林旭的“超象艺术”作品体现
出了未来的悲剧感，譬如画的海啸、譬如画的
云间等等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实际上阐述了
一种宏伟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与对现实生活
的抒情结合以后，整个作品的力量，思想的丰
富性以及情感的厚度，全部体现出来了。

徐青峰(山东美术馆馆长)：
我对王林旭先生的经历比较了解，我知道

他每一步都不是从书中得来的，是从人生经历
得来的。走万里路，求百家贤。王林旭先生每
一次风格的变化有一定道理。他最早到位于青
州的潍坊教育学院求学，幸运地碰到了杨元武
老师。在那个年代，很多国画老师不具备素描
结构的理念，但是杨元武老师教王林旭的时候
一直让他画素描和色彩，给他奠定了很强的绘
画基础。后来从青州来到济南，他又幸运地拜
刘宝纯先生为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他后来一
个时期的水墨山水。在后来到了北京，从北京
走出国门。在中国的大部分艺术家还没有走出
去看看的时候，王林旭已经到了法国、日
本……所以说，他每一次的风格变化和他的生
活经历密切相关。我们今天看到的“超象艺
术”，和他这些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及世界
各地的巡览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学习西方在画册
上学习，他学日本在日本看，他学美国在美国
看，他在最近的距离发现了中西结合的节点。

最早在谈本次展览的时候我说，如果要用
山东美术馆A1厅，我必须到北京去看原作，看
完了之后当时非常感动，确实超乎了我的想
像。在创作《齐鲁青未了》的过程中，他反复
问我，这张画你怎么想、怎么看？他希望所有
人对他的画提意见，而且有一些好的意见他现
场操作、调整，因此我觉得王林旭先生很包
容，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和度量。

艺术家有很多种，人也有很多种，很多人
到了一定高度怕别人说他什么，也不愿意去接
受什么。王林旭不然，他一方面行万里路，始
终在不断地学习、吸收、创新。另一方面，即
便是拥有了今天的地位，他依然真心地请你给
他提意见，依然谦和、虚心。所以说，他必然
成功。

“情系桑梓·王林旭超象艺术作品展”访谈集萃

王林旭，1959年出生于山东平度，中央民
族学院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
长、教授，国家民族画院院长，曾任第九届、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
委，现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书
画室成员，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人文学博
士，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国家有突出贡献文化艺
术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8年北京奥
运会视觉艺术顾问，联合国世界艺术家联盟组
织主席。

个展：

2013年“超象——— 王林旭当代水墨作品
展”(广东美术馆，广州)

2013年“‘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王林旭当
代艺术展”(东北亚艺术中心，长春)

2013年“王林旭超象艺术展”(马萨诸塞
州公立大学，波士顿美术馆)

2013年“王林旭超象艺术展”(联合国大
厦，纽约)

2012年“王林旭超象艺术展”(纽约现代
博物馆、亚洲文化中心，纽约)

2011年“王林旭超象艺术展”(纽约大都
会交流中心，纽约)

2011年“王林旭超象艺术展”(马里兰州
陶森大学，陶森大学美术馆)

2011年“王林旭超象艺术交流展”(美国
国会图书馆亚洲馆，华盛顿)

2010年“超象”(北京画院，北京)
2004年“‘墨竹’王林旭水墨艺术专题

展”(釜山美术馆，釜山)
1996年“当代艺术展——— 互动”(维也纳

国家美术馆)
1996年“当代艺术展——— 裂变·互动”(巴

黎，法国国民议会)
1995年“王林旭画展”(新加坡滨海艺术

中心)
1992年“王林旭水墨画展”(东京国立美

术馆)
1990年“王林旭墨竹艺术展”(中国军事

博物馆，北京)

主要联展：

2007年“中国名家书画展”(香港会展中
心)

2007年“东方当代艺术交流展”中国和日
本艺术家作品联展(北京)(东京)

2005年“关怀——— 自然”王林旭赴秘鲁、
巴西举办画展(圣保罗艺术中心)

2005年“互动·裂变”(华盛顿现代美术
馆，华盛顿)

2001年“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展”(澳门艺
术中心)

2000年“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展”(东京国
立美术馆)

1999年“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展”(纽约联
合国总部)

科研项目：

作为国家领军人才项目，王林旭所领导的
团队主持研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与当代艺术
创新”重大项目和当代中国水墨“超象”艺术
课题，所提出的生态美学论在世界主流美术学
刊上发表。2011年被联合国授予“世界卓越艺
术家金奖”。2013年4月，王林旭创作的当代
“超象”艺术作品《互动的世界》《共同的
家园》被联合国收藏，长期陈列在安理会大
楼东大厅。2013年6月受邀出席联合国“文化
与发展大会”，并担任联大专题辩论会的主
讲人，是唯一的来自世界绘画领域的专家代
表，2014年被评为国家领军人才和领军团队
学科带头人。

获奖情况：

1990年获第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颁发的
“墨竹艺术金奖”。

1990年获文化部艺术局、亚运会组委会大
型活动文展部、中国美术馆联合颁发的墨竹艺
术绘画作品为亚运会作出重大贡献奖。

1992年获日中友好会馆颁发的“日中友好
文化交流金奖”。

1994年获日本国会颁发的“日中友好交流
贡献奖”。

1995年获联合国颁发的“联合国和平使者
世界艺术家金奖”。

1995年获新加坡狮城艺术家金奖。
1996年获法国颁发的“巴黎文化金奖”。
1 9 9 7年获南非颁发的“曼德拉艺术金

奖”。
2003年获美国旧金山市政府颁发的世界艺

术家中国水墨画金奖。
2003年获大韩民国颁发的“釜山艺术金

奖”。
2004年获国家民委授予的“国家有突出贡

献文化艺术奖”。
2005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奖”。
2011年获联合国颁发的“世界卓越艺术家

金奖”和“年度慈善家人道主义贡献奖”。
2013年获联合国颁发的“世界杰出艺术家

金奖”。

王林旭艺术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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