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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朱青生 & 第三抽象 

 

展览时间：2015年 11 月 7日至 12月 27日 

开幕酒会：2015年 11 月 7日（周六）17:30–19:00  

 

前波画廊诚挚地宣布将于 2015 年 11 月 7 日起举办朱青生同名个展《朱青生》，同期还将举办由朱青

生策划的《第三抽象》研究性展览，对艺术家尚扬、谭平、王怀庆和严善錞的艺术进行研究，在这个

展览中将用一件明代董其昌的书法原作（并附邓拓长跋）与四位艺术家的作品对比。董其昌在中国艺

术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他不仅在书法风格与绘画造诣上颇具影响力，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董其昌针对中国传统文人画创作所提出的“南北宗”论，奠定了艺术作品中笔墨和文气的重要

性，确立了中国艺术传统美学的核心价值，而在朱青生看来，在当代艺术中，这个核心价值被这四位

艺术家从不同的方向进行了现代性转换，接近和达到了同等艺术高度。再看邓拓的笔法，将他的人生

境遇放在其中回看，也同样耐人寻味。邓拓长跋的出现，本来看似偶然，却在董其昌和四位艺术家之

间的文脉上做了一个佐证，艺术在此将权力结构消解在抽象的书写中，这正是朱青生推出此次“第三

抽象”展所要阐述的核心主旨和渊源。 

尚扬、谭平、王怀庆和严善錞是朱青生作为学者一直在进行个案研究的艺术家，并借此次《第三抽象》

展的契机，首次将四位艺术家与以董其昌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核心价值之间的关联呈现出来。在朱

青生看来，这种核心价值可以用中国传统的“气韵”、“笔法”来讲，而在世界普遍范围之内，也可

以用抽象艺术这种国际语言来揭示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以抽象艺术和现代性关系的角度，可以将抽

象艺术的发展脉络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抽象”、“第二抽象”和“第三抽象”。如果将以康定斯

基和蒙德里安为代表的抽象艺术看作是“第一抽象”，那么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美国波洛克

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和之后的极少主义等这类抽象艺术则可以被看作是“第二抽象”。可以说“第

一抽象”和“第二抽象”的主体仍是“形”和“色”本身，即可以看到形式构成以及画面的材质肌理

和材料感觉，并赋予形式以“意义”和“无意义”，从而使作品富有精神内涵和人的意志和心理。而

“第三抽象”更多强调了对人性整体性的寄托和表达，其中包含对“行动痕迹”本身存在意义的积累，

而不是一时的激情和行动，这就是董其昌所倡导的文气，这种心绪的转化凝聚对物象本体的直接关照，

对物体的原本状态的重新观察和体验。作品不在于对象是什么，而在于何人何时与之遭遇。它的形式

已经变得不可捉摸，它不再像“第一抽象”去注重形式背后的精神含义；不再像“第二抽象”去注重

行为、力度或色彩留下形态和状况，而关键是在于追寻“一笔”中将人的精神可以灌输进去多少，甚

至反复灌输的时候，其中可以承载多少，给观者留下多大的自由去体会和觉悟。 

尚扬的艺术经历了“尚扬黄”、“大风景”、“董其昌计划”、“天书”、“册页”、乃至“经过”

等多个系列，从“董其昌计划”系列开始，其后的创作完全弃用了符号的方式，而在创作过程中反复

地涂改和擦洗修正，在他看来，艺术创造中机遇和偶然的重要性远甚于有目的的控制驾驭。谭平坚持

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进行创作，这样的创作方式使其与作品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物质性及精神性层面的

紧密连接。王怀庆的作品多从具体物象里抽取中国特质，运用纯粹的材料语言传达出厚重的历史感和

文化感。严善錞的创作以近乎流动的笔触，平淡无华地将烙印在他思绪中的现实景观重现，通过反复

涂抹和叠加形成素雅的画面，隐隐约约的痕迹感却满含情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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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青生是中国当代艺术与批评领域重要人物，身兼多重身份。除了我们非常熟知的学者身份，他还是

一位长期不间断创作的艺术家，秉持中国古老的传统，即每个人都应该同时具备理性、责任和性情的

生活，拒绝自我职业化，提倡“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其作品包括从 1988 年《红

瓶绿蔓》行为艺术开始的一系列与《漆山》相关的艺术项目，到后面的“海德堡种树计划”，包括这

批抽象绘画探索等。此次同名个展《朱青生》中展出了他几件中小型尺寸及一件大幅尺寸的绘画作品。

在大幅《放大书法》作品中，艺术家以抽象绘画的形式呈现了放大到 100 倍书法中的一道笔划，看似

抽象的绘画背后凝聚着对中国传统书法中笔意的探究。朱青生视董其昌和尚扬、王怀庆、谭平、严善

錞为良师，多年与他们神交，彼此心心相印。而他自己的这批作品，也是三十年来实验和酝酿的第三

抽象，超越现实，脱离生活，不可解释。 

“第三抽象”是对整个抽象艺术史未来发展的一种总结和瞻望，也是抽象艺术运动一个实验的方向。

随着它的不断发展，抽象艺术的成就和价值在中国将愈发明显，也愈发呈现其独特之处。 

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画廊 + 86 （10） 5127 3298 或发邮件至 bj@chambersfine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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