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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财富是典型的信息财富之一，尽管
它高度依赖于有形物质载体，但主要成分是信
息。艺术品财富的形成，除了依靠加工有形的
物质材料，更依靠整合无形的精神信息。在很
大程度上，艺术品财富是信息流通和转化的产
物。在庞大的艺术信息生态系统中，信息不断
向物质载体注入，不断借助物质载体传播，不断
被接受者筛选、吸收和反馈，形成了动态的艺术
品财富信息链。这条无形的信息链，往往被艺
术品投资者忽视。

艺术品财富信息链的第一环，是信息注
入。创作者最初注入的信息，是艺术品财富所
有信息的源头、锚固点和萌发点。通常，它们
是创作者对自然、社会、生活表达的认识、态度
和情感。在信息媒介相对单一的古代，艺术品
是传扬政治主张、道德观念的重要方式。除了
内容信息或主题信息，创作者最初注入艺术品
的还包括形式信息。艺术形式是表达内容信
息的特有语言、技法，是创作者内心意象物化
为艺术品的必要手段。与内容信息能够反映
创作者的世界观、价值取向、人生态度不同，艺
术形式信息能够体现创作者的艺术风格、修
养、天赋、气质。

艺术品财富信息链的第二环，是信息传

播。许多信息的传播过程只有一级，由传播媒
介直接抵达受众，艺术创作者将作品直接展示
给观众即属此类。但艺术品财富信息传播经常
不只一级，可能是二级甚至多级。

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美籍社会学家拉
扎斯菲尔德提出的“二级传播”，是指信息先由
媒介传向意见领袖，再由意见领袖传向社会大
众。该理论强调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的核心地
位，认为人际网络“影响流”的作用大于媒介渠
道的“信息流”。艺术品财富信息二级传播的意
见领袖可以是艺术史论家、批评家、策展人、收
藏家、经营者、出版人等。他们在艺术领域权威
性高，与信息媒介、公众接触密切，对普通艺术
财富接受者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美国社会学家罗杰斯提出的“多级传播理
论”认为，信息的影响力可以有多级，信息经过
多层意见领袖、多个环节过滤后到达受众。分
布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是信息传播的
中转站，每个意见领袖既受上一级意见领袖的
影响，又影响下一级意见领袖或受众。

艺术品财富信息链的第三环，是信息接
受。信息接受者不会被动、全盘地接受信息，而
是根据各自需求，对信息加以取舍。按照华中
师范大学教授娄策群的理论，在艺术品财富接

受过程中，接受者会根据所接触的信息是否与
自己有关，决定将其摄入或拒收；会依据所摄入
的信息是否有用，决定对其受理或筛除；会依据
所受理的信息是否有效，决定将其吸收或排出；
会依据所吸收信息的可转化方式，决定将其内
化或产出。艺术品财富信息接受的任何一个节
点，既可以成为信息链的终点，也可以成为信息
链的新起点。在艺术品财富信息接受的任何一
个节点上，信息既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逆流而
上；既可以发生信息的大幅增生，也可以发生信
息的大幅衰减。

需要艺术品财富持有者、投资者特别注意
的是，艺术品财富信息特有的模糊性，增加了接
受的不确定性。与含义清晰稳定的通讯信息不
同，艺术品财富信息从最初注入到中间传播，都
会发生很大的主观变动。信息最初注入时含义
越模糊、中间传播环节越长、接受者越多，艺术
品财富信息的弹性、扩展性、多义性就越强。

（作者为李可染画院中国艺术经济研究院副
院长）

不容忽视的艺术品财富信息链
■ 刘晓丹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
节日，在各色各样的庆祝活动中，有
一项挂设吉祥图画“岁朝图”的习
俗。常见的“岁朝图”通常以画中品
类的名称谐音、民俗寓意或历史掌
故来表达新年祝愿，由于其隐含着
诸多的吉利祥瑞信息，适于承载多
种的幸福寄托，其中以花卉景物最
为常见。比如画百合、柿子、灵芝寓
意“百事如意”；画玉兰、牡丹、海棠
寓意“玉堂富贵”；画荷花、鱼藻寓意

“连年有余”；还有画水果蔬菜，如谐
音“百财”“清白传家”的白菜、萝卜，

“多子多福”的石榴、葡萄等，寄寓了
人们对生活富足的期望，反映了百
姓的现实诉求。

存世最早的《岁朝图》传为北宋
赵昌所作。该作品于绢上描绘了梅
花、水仙、山茶、月季等早春时令花
木，配以奇石，再以工笔重彩技法染
成，整幅画面呈现出色彩明艳、富丽
堂皇的装饰美感，是崇尚雍容华贵、
吉祥圆满的古典审美的极致写照。

画中的梅花、山茶和水仙均于早春盛开，竹子
则四季常青，故被冠以“岁寒友”的雅称，而月
季又名长春花，有春光长久的吉祥涵义。《岁朝
图》着重表现新年的吉庆热闹氛围，因此其设
色以红色为主色调，如山茶花以朱砂打底再渲
染胭脂，色彩艳丽厚重；月季花和重瓣红梅均
于白粉底色上渲染胭脂，呈现出变化丰富的粉
红色；甚至白梅的花萼也以朱砂调和朱膘点厾
而成，形成另一种层次的红色。画面中衬托对
比红色系花朵的绿叶，在花青藤黄调和而成的
草绿色基础上罩染了石绿，使色彩层次更加丰
富、显出明艳夺目的视觉效果。而水仙花和单
瓣梅花以白粉染就，从而调节了画面色彩中刺
激的红绿对比。此外，还有用重墨和赭色皴染
出体量巨大的湖石和坡地，形成稳重画面色彩
的中心元素。

从构图上来看，《岁朝图》区别于一般工笔
重彩花卉大多表现旁逸斜出的天然之姿，而是
以主体形象居中、配景分列四周，形成众星捧
月的图式特征。其布局延续了唐五代以来花鸟
画的三段式构图：前景是坡地竖立着石柱和翠
竹，中景为垂直而上、枝叶开散的水仙及月季
花，背景则画有梅花和山茶，缤纷绵延而构成
的半弧形向下环绕着水仙湖石，使画面上下呼
应融为一体。三段景象层层向上堆砌，叠加在
同一平面之中，不同景物之间繁密交错，花卉
如繁星般布满整个画面，转化自然生态成为图
案化的布局，极具装饰趣味。特别是画家在背
景天空的部分填入石青，将画面所有空隙都填
满，“以助其妍丽，如旭日晴天，云霞五色”，给
人以秾丽满密的观感，更加凸显了华丽富贵的
气质。

《岁朝图》所体现的赵昌绘画风格在当时受
到广泛喜爱，一方面是由于花鸟色彩变化丰富，

符合富贵华丽的皇家生活、匹配雕梁画栋的山
节藻棁，也是普通百姓装点门户、提升优越生活
品质的向往；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花鸟题材本身
的象征意义，成为创作者或支持者乃至观赏者
形成相互共鸣的通道。

作为庆贺新年之时张挂于殿堂之壁的装饰
画，《岁朝图》不仅具备“应景”的审美特点和使
用功能，更保留了宋代以来“岁朝”的花卉题材
传统，在后世众多岁朝作品中，新年岁首的应景
花卉——梅花、山茶、水仙成为非常流行的固定
搭配，不仅能取其明艳色彩可装点冬日情景：

“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坐对，眼目增明，是
岁朝乐事”，也象征着不畏岁寒依然盛放的顽强
生命力。而《岁朝图》所讲究的“图必有意，意必
吉祥”的这种图式观念，从宫廷皇室到民间均广
为流传、相互吸收，形成大量的图案形式，表现
于各种各样的绘画、装饰画、年画与工艺美术作
品之中。题材广泛的“岁朝图”作为一种带有丰
富内涵的节令绘画，包含了传统文化中诸多寓
意吉祥与祈福、欢庆的文化信息，更是始终寄托
着人们对新一年生活风调雨顺、幸福吉祥的祝
愿和向往。 （文/牛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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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画的传承与发展，我们要用一种
新的观念去认识。我认为，“传承”主要是教育
问题，中国画传承的核心是教育，有什么样的教
育便有什么样的传承；而“发展”体现在理论研
究成果和大量的优秀中国画作品及众多的优秀
画家问世，用作品说话是最重要和最有分量的，
历来美术史的书写都是从作品和画家开始。

笔墨是中国画的底线

中国画在有底线基础上的发展才是真正的
发展。只有研究清楚中国画的概念问题，知道
什么是中国画，守住中国画的底线，才能真正守
住中国画。中国画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们现
在还往往不清晰。比如一些美术展览的评选
中，有部分西化要素过重的作品也在入选行列
——评选过程中失掉了中国画概念的原则，只
看画得好不好，不看作品是不是真正的中国
画。事实上，应该把那些混入其中的作品挑出

来，送到综合绘画评选体系中，这样才能真正实
现中国画的健康导向

在近二三十年关于中国画的讨论中，张仃
特别提出“笔墨是中国画的底线”。其实，中
国画关于笔墨论的问题，有一个历时性的过
程。从宋代开始往前推，中国画的笔墨是以勾
线、渲染为主的，追求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
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元
明清文人画兴起后开始讲究的笔墨，就是一笔
出现干湿浓淡变化的笔墨，其主要是为了自娱
自乐。宋代之前的笔墨和宋之后的笔墨很明
显是不一样的，可见笔墨是发展变化的，明清
时期至近代以来还是沿着中国本源文化传统
精神发展。

一百年来，伴随西方艺术的冲击，又出现了
一种所谓笔墨语言状态——材料笔墨，即现在所
推出的“新水墨”，把宣纸、毛笔、墨、色彩数种材
料放在一起随便使用，追求展览的视觉效果，游
离于传统笔墨之外，不再讲究笔墨功力。对这样

所谓“新画法”到底该怎么评价，是理论界值得研
究的。中国画对西方艺术的吸收借鉴乃至照搬
意识的加重，多元化艺术形式的发展，造成新时
期中国画的笔墨概念模糊，中国画的界限也不再
清楚，很多名为中国画的作品，其实游离在中国
画本源之外，最终，这些会都导致中国画的文脉
本源越来越淡漠。从宏观角度上来讲，应该从导
向上扭转这个趋势，坚持守正创新。

以学院教育坚持守正创新

中国画当前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
的学院教育。我在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
院担任过近二十年的中国画系主任，目前还在
兼任上海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主任，对此有许
多深刻体会。举个例子来讲，我的研究生听了
理论家的讲课以后，反而迷茫了，觉得中国画不
是当下的主流绘画，好像西方当代的前卫艺术
变成主流了。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思考，它包含
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当前本科生的中国画教
育，一定程度上脱离对传统的深度学习和认识，
只浮于表面，史论学习极度缺乏，教学体系不够
健全，课程设置不科学、不系统，更重要的是教
师结构不合理，造型基础扎实、传统功力深厚、
史学素养深厚的教师极少，所以这也是一个新
挑战。中国画教育如何往下发展，面临着现实
的严峻挑战与考验。

我认为要想成为优秀的中国画家，必须具
备四大基础：一是造型基础；二是传统绘画笔墨
技法基础；三是文学史论基础，如中国古典文学
诗歌、绘画史、中国美学，包括西方的美学及美
术史等；四是是书法基础，书法是中国画传承非
常核心的部分。但这还不够，要补充两个基础
知识，即形式构成和色彩修养。

表现中国精神、中国故事的主题性创作，需
要非常强大的造型能力，这个造型能力要从教
育中来，如果没有好的学院教育，人物画家成长
起来就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加强造型能力的
教育也是我们中国画发展非常重要的方面。

（文/唐勇力）

厘清边界 重视教育
——谈中国画的传承与发展

2024年 1月 17日下午，由《中国书画》杂志
社主办的“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守正创新——纪
念《中国书画》杂志创刊 20周年座谈会”在经济
日报社成功举办，来自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济
济一堂，围绕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
信，以及《中国书画》杂志的办刊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研讨。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
主席冯远，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李昕，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原研究部主
任刘曦林，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画学会创会
副会长程大利，中国艺术研究院、澳门科技大
学博导范扬，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晓
凌，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导、《美术观察》原主编
李一，人民美术出版社原总编辑林阳，北京语
言大学原校长、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
崔希亮，中国国家画院院委、西安美术学院博
导张江舟，《中国书法》杂志社原社长朱培尔，
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甘学
军，中国书法家协会原秘书长、中国职工书协
主席郑晓华，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于文江，
荣宝斋书法院原院长、中国职工书画院院长王
登科，著名主持人、画家朱军，著名学者、画家
刘墨，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书法家协
会主席叶培贵，中国美术馆民间美术部主任、
研究馆员王雪峰，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传媒学院
教授邓宝剑，中央美院教授、科研处处长、博导
于洋，《证券日报》社、《中国书画》杂志社社长
陈剑夫等参加了本次座谈。座谈会由《中国书
画》杂志社总编辑康守永主持。

经济日报社秘书长武力代表经济日报社参
加座谈，他对到场专家表示欢迎，对《中国书画》
杂志努力坚守“中国文化”根脉、服务文化自信、

持续在“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高度”上发
力、坚持高质量办刊表示肯定，并希望杂志社继
续坚持“减量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继续
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勇担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

座谈会上，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李昕指出，《中国书画》杂志社办刊 20
年的坚守，换来的是读者的口碑和业界认可。
在 20年新起点上，希望杂志社未来建设成为宣
传以中国书画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
向标，推动书法艺术传承创新、守正出新的助推
器，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生力军。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名
誉主席冯远认为，《中国书画》杂志坚持贯彻
党的文艺方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成为了
读者眼中具有收藏价值的刊物。面对未来，
一定要把握好机遇，同时借助外力寻找发展，
把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借助现代传播方式向
世界宣传。

与会专家结合各自的研究与实践，从坚定
文化自信与坚持守正创新、书画事业发展与当
下媒体困境、书画学科建设与办刊思路调整、社
会热点问题与纸媒时代转型、人工智能时代与
融媒发展创新等角度，在给予《中国书画》杂志
高度认可的同时，各抒己见，为杂志办刊出谋划
策建言献策、引路搭桥。

《中国书画》杂志社社长陈剑夫在总结致辞
中对各位专家的宝贵意见及认可表示感谢，并
介绍了在经济日报社的领导下，《证券日报》、

《中国书画》杂志、《农村金融时报》融合发展的
大背景与阶段性成果。他表示，《中国书画》杂
志社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共同为传播、
弘扬传统书画艺术努力。

《中国书画》杂志创刊2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办

唐勇力 游春图 49cm×45cm 纸本设色 2022年

唐勇力 对弈 50cm×45cm 纸本设色 2023年

座谈会现场

唐勇力 敦煌乐舞 70cm×55cm 纸本设色 2020年

唐勇力，生于1951年，河北唐山人。曾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
画系人物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
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美术
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中
国画系主任。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
委员，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曾获教育部教学成果二等奖，首届
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艺术创作奖，维也纳国际文化艺术功勋艺术
家奖等。

[北宋] 赵昌 岁朝图 103.8cm×51.2cm 绢本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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