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CCA活动回顾⼁包华⽯ × 潘公凯 × 渠敬东：⾃然与表现的辩证

2023年 11⽉，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联合佳作书局和浙江⼈⺠美术出版社，共同策

划组织了以“⾃然与表现的辩证：东⻄⽅绘画中⻛格演变与画家的能动性 ”为题的对话活

动。活动特邀著名艺术家、美术理论家潘公凯和北京⼤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同包华⽯

教授以其新书《图像与社会》为基础⽂本，围绕着从中衍⽣出的三个议题展开了深⼊的交

流：“绘画中何为现代性？”“⼭⽔画是否是第⼀种 ‘抽象画 ’？”“古代中国⼈与20世纪初期

的欧洲⼈对 ‘⽓韵 ’的理解是否⼀样？”

作者引⾔

为了引出对谈内容，包华⽯教授⾸先对《图像与社会》⼀书的主要内容及其背后涉及的学

术脉络进⾏了介绍。作为⼀本论⽂集，书中收录的论⽂题⽬颇为繁杂，研究的时代也从汉

代⼀直延伸到现代时期，多围绕“现代性和外国历史学家对此观念的双重标准”这⼀主题

展开论述。包华⽯将“现代性”的特征之⼀解释为“社会、信息、身份的制度演变到每个⼈

能够⾃⼰选择职业和信仰的状态”，即⾃我和⾃由的概念愈发更受重视。

“⾃然与表现的辩证：东⻄⽅绘画中⻛格演变与画家的能动性”活动现场，嘉宾包华⽯在现场介绍新书，UCCA报告厅，2023年11

⽉26⽇。

以书中的⼏篇论⽂为例，《多头多身的福瑞与中华帝国早期的公共议题》⼀⽂从汉代武梁

祠⽯刻⼊⼿，谈及汉代的艺术如何表露当代的后分拣社会的状态。譬如以现代性来讲，某

⼀个社会从世袭⾝份的制度演变到每⼈能够⾃⼰选择职业和信仰的时候，就算是现代性的

特征之⼀。在汉代时期普通⼈能够追求与祖先完全不同的事业，如有才能的话，也可参与

施政；《中国哲学与艺术中“⾃然”与“⾃由”的共⽣》论及作为现代性特征的“⾃然”与

“⾃由”的概念，指出唐宋变⾰时期的中国⽂⼈也同⼗⼋世纪晚期的欧洲知识分⼦⼀样，

致⼒于塑造或重构⼀批更能传达个⼈⾃主性的语汇；《中⻄笔法的⽂化政治意涵》探讨了

四百年间中⻄艺术领域中的⽂化政治，以及⻄⽅现代艺术理论如何利⽤宋代画论之概念，

并提到英国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Roger  F ry）早在 1910年就曾发表过“宋画有着极为

显著的现代性”这⼀观点；《法⾃画⽣，障⾃画退——东⻄绘画与个⼈主义》以清代画家

⽯涛“法⾃画⽣，障⾃画退”这句话反驳⻄⽅理论家常⽤的论点——即中国绘画因不够抽象

⽽不具备现代性。

对谈环节

“⾃然与表现的辩证：东⻄⽅绘画中⻛格演变与画家的能动性”活动现场。左起：北京⼤学艺术学

院客座讲席教授、美国密⻄根⼤学荣休教授包华⽯；艺术家、美术理论家潘公凯；北京⼤学社会学

系教授渠敬东。UCCA报告厅，2023年11⽉26⽇。

潘公凯⾸先对包华⽯提出的这⼀问题表示了赞赏，并着重点出了包华⽯在书中透

露出的⼀个困惑：为何在中国国内被视为古典、甚⾄是落后代表的中国古代画

论，在⼆⼗世纪初传⼊⻄⽅后却成了⻄⽅现代主义理论的基⽯？对此潘公凯提

出，中国绘画历史上的宋元之变与⻄⽅⼗九世纪⾄⼆⼗世纪初的后现代之变在本

质上是有着相似性的。宋元之变的核⼼在于，宋代的绘画主要表达的是丘壑，在

中国叫丘壑，在包⽼师那⾥就叫⾃然，追求把⾃然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表达这

个⼭⽔多么美。元代从赵孟頫开始到元四家，主要表达的不是这个⼭⽔多么美，

⽽是他的笔墨多么好——“笔墨多么好”不是表现⾃然，⽽是表现⾃我，是表现作

者的主体。尽管在画⾯上看来变化不是很⼤，但它是⼀个⾰命。

宋元之变的⾰命意义跟 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的突起，具有某种本质的相似

性。但是⻄⽅的现代性体现为绘画语⾔的主体性与表现性，即纵向反叛的语⾔，

中国的现代性体现为作者主体的⾃觉性与策略性，即横向移植的态度。所以，在

绘画中，原发现代性与继发现代性的评判标准应该是不⼀样的，是两种完全不同

的语境。不同语境中的现代性变⾰，具有不同的出发点、⽬标和路径。

渠敬东也认同这是⼀个要害性、靶向性的问题，称 “现代性”这⼀概念已经超出

了艺术观念的范畴⽽具有着社会层⾯的意义，并展开了对⻄⽅⼈视⻆下现代性的

探讨。以透纳为例，他的油画作品中常常有⼯业时代的元素，却透着巫术与反⾃

然的⾊彩，表现出科学、⼯业缔造的现代⽂明看似是⽂明兴盛的⾼峰，实则也是

⽂明的衰亡，正如⼀个创世的轮回。渠敬东还引⽤了波德莱尔、艾略特等诗⼈的

作品，共同印证了透纳画作中对现代⽂明的忧虑不安。因此，除了通常印象中激

昂的现代主义，⻄⽅⼈对于步⼊现代社会的认知也包含着这⼀进程为⼈的内⼼带

来的陌⽣化、扁平化、物质化。这⼀看法与印象派的思考不谋⽽合，例如⻢奈作

品中常有打断透视的异物、莫奈笔下的⼈物之间表露出的疏离感，都展现出⼀个

宛如被挤压出了平⾯感的陌⽣世界。

*以上⽂字根据活动现场录⾳整理，经嘉宾本⼈审阅。

* *因⽂字篇幅所限，完整活动视频请移步U C C A微博或B站回看。

整理：刘梦然、祝雅思、吴紫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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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1：绘画中何为现代性？

包华⽯认为， “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个⼈⾃主能⼒的拓展，⽽这⼀点在古今中外

⼀般⾸先是体现在艺术家创造的独⽴性上。通常，随着贵族社会世袭⽣存制度的

瓦解，画家独⽴性的发展会从⾃然主义演变得更为抽象，⽽中国画家却未曾⾛向

这⼀⾮常抽象的阶段。包华⽯总结其原因在于“中国画家不只是想要示范⾃由，

他们想要得到⾃由”。从这个⻆度，⽯涛“法⾃画⽣，障⾃画退”的论述也就不难

理解了。当“完全抛去旧规则”的想法成为了另⼀种束缚，⾃由便从纸笔间溜⾛

了。只有不去思考是遵从还是违背绘画规则，⽽只是下笔绘画，⽅能在绘画过程

中寻得同画家的⼈格相配的真正画法，⼀切约束与障碍⾃然也就消退了。在包华

⽯看来，⽯涛的这⼀观点⽆疑是⼗分具有现代性的。

透纳  ，《海上渔夫》，1796 ，91.4 × 122.2 cm，泰特美术馆收藏。

⻢奈，《铁路》，1873 ，93.3 × 111.5 cm，美国国家美术馆收藏。

话题2：⼭⽔画是否是第⼀种

“抽象画”？

包华⽯就渠敬东对于印象派的平⾯化倾向进⾏了补充，指出北宋⽂⼈反抗宫廷品

味束缚的第⼀步便是将⼭⽔平板化。接着，包华⽯将对谈引向第⼆个议题，提出

⼭⽔画或许能给予画家更多的创新空间，从⽽在抽象性上获得更多可能。以乔仲

常的《后⾚壁赋图》为例，与传统的⻛景画不同，这幅画中并没有地平线，反⽽

是以视线为基，从⽽极具⾰命性地在同⼀平⾯场景中营造出了四个不同视⻆下的

世界。

乔仲常  ，《后⾚壁赋图》（局部），北宋（960-1127），29.85 × 560.71 cm，美国纳尔逊·艾

特⾦斯艺术博物馆收藏。

潘公凯则提出抽象画的定义需要得到明确的界定。若是以康定斯基、蒙德⾥安等

艺术家的冷抽象、热抽象意义上的抽象概念⽽⾔，中国的⼭⽔画可以说是从未追

求过抽象，只停留在程式化半具象。若以中国的皴法笔墨理念⽽⾔，⼭⽔画是基

于程式的写意绘画，只能算是半抽象。中国⽂⼈⼭⽔画的半具象、半抽象程度，

约略相当于塞尚、⻢蒂斯、毕加索等现代主义画家的语⾔⻛格。这些⻄⽅画家的

语⾔探索也都借鉴过浮世绘和⾮洲雕刻等语⾔程式。在这个⽅向上，东⻄⽅艺术

家对于程式化系统的依赖具有相当⼤的共性。

“⾃然与表现的辩证：东⻄⽅绘画中⻛格演变与画家的能动性”活动现场，嘉宾潘公凯在对谈环节发⾔，UCCA报告

厅，2023年11⽉26⽇。

赵孟頫  ，《⽔村图》，24.9 × 120.5 cm，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毕加索  ，《画家和他的模特》， 1 9 2 6， 1 7 2   ×  2 5 6  c m ,  巴黎毕加索博物馆收藏。

渠敬东认为，我们不应当拘泥于抽象派或抽象主义意义上的“抽象”，⽽是应该

进⼀步探究“抽象性”指的究竟是什么。若以所画之物是“由内⼼感悟⽽成的⼼

象”⽽⾮“⽤视觉捕捉的物象”作为抽象性的标准，中国的⼭⽔画是具有抽象性

的。如郭熙所⾔：“步步移，⾯⾯观”，中国⼭⽔画最终呈现的都是画家⼼中的

⼭⽔，汇集了画家在⾃然中不同位置、不同时节所观看到的景象。这种体验既带

有强烈的⾃我感受，同时也有着潘公凯所提的程式传统的⽂化积淀。

⽽抽象的另⼀层特征则是将⼼中所理解的世界当中某⼀个最核⼼的元素推⾄极

致，这却是与中国⽂⼈对于平衡的追求相悖的。中国⽂⼈理解的世界中，万物的

⽐例是⼀种⽣命层⾯的本质性维度，且⼀切尽在⽆限的转换之中，⽆法被准确地

确定于某⼀时刻。因此，中国画中的⼀切有着某种画家⾃⾏理解的尺度与介于

“似与不似之间”的状态，⽽⾮⼀种极端的体验。渠敬东总结道，中国⼭⽔画是

具有抽象性的，只是它所体现的是⼈的平衡，以及⼈在⾃然和世界⾥的⽆穷变化

中找到的秩序，⽽不是⻄⽅的⾰命性、反叛性的抽象。

 

包 华 ⽯ 最 后 补 充 道 ， 抽 象 在 最 初 也 并 ⾮ ⼀ 种 如 此 激 进 、 极 端 的 思 潮 ，

“abst rac t”⼀词其实指的是“抽出”，即将事物的本质从物体中抽离出来。在欧

洲的艺术史上，⼀直到⼆⼗世纪初期，传达这种本质性内容都⽆法离开物体本

身，因⽽当弗莱意识到中国宋代绘画中的线条和笔触已经可以进⾏这种传达时，

他称赞宋画为“具有极为显著的现代性”。

话题3：古代中国⼈与20世纪初期的欧洲⼈对“⽓韵”的理解是否⼀

样？

包华⽯介绍，在⼆⼗世纪初期有很多中⽂词汇被翻译成英⽂，同时也有很多中国

古代的画论进⼊了⻄⽅学界。其中，“⽓韵”⼀词便被翻译成了“ rhy thm”，只是

在理解上或许与中⽂语境下的“⽓韵”不完全相同。这种理解的偏差也存在于抽

象与具象的划分之中，当⻄⽅画家的理解与判断⽅式让他们从写实的极端⾛向另

⼀个抽象的极端，中国画家却更注重不受限的⾃我的⾃由。

潘公凯指出“⽓韵”是中国画论中含义最复杂的词语之⼀，其解释近百年来争议

不断，连六法中提到的究竟是“⽓韵⽣动，是也”还是“⽓韵，⽣动是也”都没有

完全定论。这⼀⽅⾯是由于中⽂本身的逻辑灵活性让解释的宽容度较⼤，另⼀⽅

⾯则是因为“⽓韵”本就是⼀个随着时间变化与流派不同⽽不断丰富的概念。⽽

潘公凯认为，欧洲⼈从六法“⽓韵，⽣动是也”中吸取营养，启发现代艺术观念

与理论的建⽴，也不必百分之百地准确理解⽓韵，只要达到启发的功能和⽬的就

⾏。因为⽂化背景不同，古代中国⼈与⼆⼗世纪初的欧洲⼈对⽓韵的理解将在不

断互动中深化趋同。⽓韵的核⼼机制是画与⼈的关系。 “ ⽓韵⾮师 ”“画如其

⼈”，表达的都是艺术家内在的精⽓神在绘画创作中的动态记录与结构性外化，

从⽽由笔墨中看出神情、学养、⼼性。以当代的语⾔来解释，我们可以把⽓韵理

解为艺术家内在的⽓度与精神能量，通过有节奏的、典雅的笔墨书写，将充沛的

结构势能记录在画⾯上。

⾄于⽓韵的核⼼则是画与⼈的关系，是画家内在的精⽓神在绘画创作中得到的动

态记录与结构性外化。正所谓“⽓韵⾮师”“画如其⼈”，⽓韵是⼀种⾃我神情、

学养和⼼性在笔墨中的体现，⽽这种内在的⽓度和精神能量同时还具有⽂化传承

性。在⻄⽅画家中，塞尚便是⼀个典型，他的⽓韵体现在对主观掌控客观的追求

上，⽽这种⽓韵也被强有⼒地表达于画⾯上。

渠敬东将⽓韵形容为⼀个⼈内在的、不可阻挡的、甚⾄在外⼈看起来也是呼之欲

出的⼀种⼒量和⽣命⼒，但在个体性⼒量的基础上，还需有⽂化脉络与修养的积

淀。因此，⻩公望在画《富春⼭居图》时⼏次停笔养⽓，最终成就了解⾐槃礴的

境界。

⽽⻄⽅画家中的塞尚也是终其⼀⽣在不断追寻⼼中⾃然的本真。

⻩公望，《富春⼭居图·⽆⽤师卷》（局部），  1350 ，33 × 636.9 cm，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塞尚，《圣维克多⼭》，1902-1906 ，64.8 × 81.3 cm，费城艺术博物馆收藏。

“⾃然与表现的辩证：东⻄⽅绘画中⻛格演变与画家的能动性”活动现场，嘉宾渠敬东在对谈环节发⾔，UCCA报告

厅，2023年11⽉26⽇。

正如潘天寿先⽣所⾔，“有万物，⽆画⼈，则画⽆从⽣；有画⼈，⽆万物，则画

⽆从有”，画家个⼈的修养与天地万物的造化缺⼀不可，⽽所谓“解⾐槃礴”，正

是将⼀切程式、束缚都剥离开来，唯余真正的⾃⼰和天地进⾏感应所形成的天⼈

合⼀的关联——这便是⽓韵⼀词所指的境界。

活动现场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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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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