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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接续与弘扬需要我们一代
代人的努力，首要之物在于对民族历史的
自我认知和情感观照，而历史文物所承载
的内容与情感也需要艺术的展现与表达。
此次画展的一个亮点就在于嵇亚林先生以
国画的形式语言创作了一系列经典的文博
主题作品，既开拓了中国画的题材，又体
现出个人风格，为家乡的观众带来富有内
涵、别有风味的观展体验。

我曾经专门撰文推介嵇亚林先生的工
笔花鸟画，无论从笔墨设色的游刃有余，
还是经营位置的独具匠心，相信观者对于
他的传统功力和技巧表达应该有明晰的判
断，无需我的赘言。更难能可贵的是嵇亚
林先生近年来在文博主题方面的探索和创
新，为中国画承应时代变化所作的思考和
努力。作为一位资深的文博人，嵇亚林先
生在岗位上一直以来兢兢业业、恪尽职
守，特别是任职南京博物院期间的那份使
命感和责任感，都让嵇亚林先生的作品由
内向外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古朴、厚重、醇

和的气息，或许正如傅抱石先生所言的
“画笔之大，在于史味”。长期文博工作的
经历，成就了嵇亚林先生宏阔的视野和渊
博的识见，为他今日文博主题的中国画创
作带来无限的灵感及深厚的底蕴。同时，
我也钦佩嵇亚林先生旺盛的创作精力和执
着的艺术追求，因为长期坚持艺术创作不
是轻易能够做到的。而从这批新作中，也
让我看到了文化修养与学识积累对中国画
的重要作用，所谓“画外功夫”正是今天
我们很多年轻画家所缺失的功课和亟待填
充的短板。

此次展出的作品不多，却是画家近期
的精品。它们的整体风貌不同于海派的浓
艳鲜丽、时尚新奇，却有着金陵派特有的
温文尔雅和含蓄内敛。这似乎又应验出传
统中国画“画如其人”“人品即画品”的
古训。嵇亚林先生长期在文化部门工作，
处事公允正派，待人平易真诚，生活恬淡
洒脱，工作又严于律己，真有君子之风，
在业内口碑极佳。为人处世的传统美德在

嵇亚林先生身上体现得自然而然，毫无造
作矫饰之感。把这些美德品性悄然传递于
画中，却能让观者真实感受到“画者，文
之极也”的深刻内涵。或许我们不能仅仅
只是“欣赏”嵇亚林作品的表象，其画外
体现出来的“文韵”，画内包蕴着的“品
格”才是我们真正应当关注的焦点。

主办方精心策划这样一个有关文博主
题的画展是很有眼光和见地的。这不仅是
对嵇亚林先生个人艺术成就的认可与肯
定，也是对文博人艺术才情的鼓励和宣扬，
更是体现出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文化艺
术交流具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或许
文博的历史厚重与艺术的视觉冲击能够从
嵇亚林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一种真正深入的
交织、交融，渐变为一种出古似新、历久弥
新的新画题、新形式。相信关注此次画展
的朋友们，无论你是亲临画展深入品鉴，还
是打开手机慢慢观赏，大家都能在嵇亚林
先生的作品中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历史情
怀，静静聆听画面带给你的中国故事……

——写在嵇亚林先生画展之前
傅抱石纪念馆馆长、研究馆员、艺术学博士后 黄 戈

周京新
中国美协副主席、江苏省美协主席、江苏
省国画院院长：

在亚林兄的作品中我首先能感受到一
种“静气”，他的作品画意沉稳，趣味端
庄，没有轻浮之气。与他的工作节奏对照
来看，他的绘画状态是很沉静的，这也体
现了他与之相应的综合素养。亚林兄是一
位举止文致的人，因此他的作品中亦有一
股子“文气”，画面布局一丝不苟，制作
到位且不急不慌，内敛而淡定。细读他的
画作，能体会到他的本色流露。亚林兄的
作品里还有一种“活气”，他的选材均来
自于生活体验，都是表现与生活息息相关
的真实感受，无论是禽鸟花卉、瓜果蔬菜
还是文物器具，都有凭有据且真实鲜活，
让人在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能够真切感受
到活灵活现的生活气息。我尤为惊讶的
是，他还将自己在博物院工作之余接触到
的文物一一素材化，将青铜器物、神灵面
具等有厚重历史感和域外特色的东西引入
自己的创作中，向我们展现了他绘画艺术
创作的生生活力。

高 云
中国画学会创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国画学
会会长：

亚林是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他的智
慧不仅仅停留在工作和与人相处中，在艺
术上也是极具智慧的。他看得多、看得
远、看得高，能发现不同路径在哪里，从
而找到一条与其他画家不同的发展路径。

亚林是一个爱思考、善于思考的艺术
家，并且善于把思考和认知转化为创作，
是一个开放型、有创新精神的画家。亚林
的画，既是他的思想沉淀，也是他的思考
结晶，更是他创作的成功。他提高认知，
并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呈现，就是知行合
一。他有一幅作品叫《奇观》，即是地道
传统工笔画，居然还有达利超现实主义的
空间突破。不一样的东西很协调地融合在
一起，尤其在构成上具有当代性，基本上
已形成“亚林模式”，不容易！

亚林属于研究性创作，如果不研究、
不动脑筋、不做学问，怎么可能有这些创
作呢？突破一点点都非常困难。感谢亚
林，让我们看到一种不同，看到一种新的
画法，看到他的勤奋和勤奋的结果，给我
们以美的享受，启迪我们一个创造的新可
能性。

陆庆龙（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
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嵇亚林是我们南京大学中国画专业的
硕士生，他是一位非常有文化实力的艺术
家。艺术家有很多种，有的专研技法，有
的讲究笔墨，而嵇亚林的作品给我们呈现
的是一种特有的书卷气。这种气息跟他长
期研究历史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博物馆里面的内容不是很好画的，把
传统文物用国画语言表现出来，且具有时
代感和现代感是十分不容易的。嵇亚林这
次的展览，正是用艺术家的艺术素养、历
史情怀、家国情怀和艺术创造来展现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向他学习！

徐惠泉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江苏省美术馆
馆长：

嵇亚林先生的作品，是从宋人绘画入
手，他在这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这口
奶吃的非常饱。我非常喜欢他以文物为题
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应该就是属于嵇亚林
的。一个是中华珍宝系列，因为他在南博
工作，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
接触到一些珍贵的历史宝物，然后他用工
笔的手法画出来，画的非常生动。另一个
是他的面具系列，他画这些神秘面具已不
是完全工笔，而是工写结合的，他试图打
破工笔绘画的一种探索。里面吸收了很多
写意画的因素，特别是背景的处理，完全
是大泼墨的，来烘染这样一种氛围，然后
达到一种非常神秘的色彩。他想要找到属
于他自己的一种自我的表现。应该说他的
中国画进入到好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入到
一种更高境界的结点。

王 平
南京邮电大学艺术学院原院长、江苏当代
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

我仔细观摩了嵇亚林的绘画作品，感
到很震撼。这些作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
笔花鸟、山水画，他把创作视角放在了文
博的内容上，放在了凝聚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器具上。嵇亚林在工笔绘画本体
语言的研究和掌握上已经非常好了，他选
的每一个素材和构成都能够突破一般人的
视野，每一幅画都很扎实。

嵇亚林不是一个普通的画家，他是一
个具有文化情怀的文化学者，他出版了十
多本专著，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通过自
己的研究心得，通过画面、视觉形象，将
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情怀展示给读者。从这
块来说，嵇亚林的绘画作品已经全面超越
了绘画本身。通过中华民族一段段历史见
证的器物，通过纯正的中国绘画本体语
言，结合背景展示给大家，透露出中国的
文化信息、文化密码，以艺术的形式全面
展示给公众，在当下非常具有价值。

黄 戈
傅抱石纪念馆馆长、研究馆员、艺术学博
士后：

嵇亚林先生以国画的形式语言创作了
一系列经典的文博主题作品，既开拓了中
国画的题材，又体现出个人风格，为人们
带来富有内涵、别有风味的观展体验。正
如傅抱石先生所言的“画笔之大，在于史
味”。长期文博工作的经历，成就了嵇亚
林先生宏阔的视野和渊博的识见，为他今
日文博主题的中国画创作带来无限的灵感
及深厚的底蕴。同时，我也钦佩嵇亚林先
生旺盛的创作精力和执着的艺术追求，因
为长期坚持艺术创作不是轻易能够做到
的。而从这批新作中，也让我看到了文化
修养与学识积累对中国画的重要作用，所
谓“画外功夫”正是今天我们很多年轻画
家所缺失的功课和亟待填充的短板。

袁 清
央媒评论员，研究员：

嵇亚林，是画家，也是位文博人。因在
中国美术界创意的“文博中国画”而著名。
看他的画既有深邃人文底蕴，又有至臻的
艺术品味。可谓守正创新，功夫在“画”外，

“画者，文之极也”。
近日在南京有机会与嵇先生茶叙，其

间获他赠予的《文博之光》画集。画集裹卷
着厚重意境，溶铸出气势情怀。一件件作
品始终与这个时代感通，亘古气貌，磅礴力
量。画作更有敲打心扉，呵护美善，厚植意
蕴，涵养知行。诚如晚清学者李渔笔下的

“过目之物，尽是图画；入耳之声无非诗
料”。

嵇亚林，以中华文化遗产守护者的这
个担当，践行着文博人的初心与担当、追求
与风骨。创造的“文博中国画”，为中国画
的传承和发展，积聚了启迪意义，用中国文
博历史，向世界讲好中国画里“中国故事”，
画作、艺术、精神一脉相承。嵇亚林，才者，
德之贤也，德者，求之师也。嵇亚林曾任江
苏省文化厅副巡视员、南京博物院首任党
委书记、副院长。南京博物院系中国三大
博物馆之一。文博经历和常年受历代书画
名家的熏陶和感染，嵇亚林的艺术修养可
以说具有一定的高度。

与故宫“让故宫的文物活起来”相比，
嵇亚林“让文博在中国画中活起来”，有着

“同”和“不同”。“同”即通过文创的载体，
挖掘精神内涵，着力“思想性、文化性、体验
性、情感性、差异性”的品类立体传播；“不
同”在于嵇亚林的“文博中国画”穿越“时空
维度”和“文化张力”。

故宫的“时空维度”是 600年左右，而
嵇亚林的“文博中国画”贯穿整个人类时
长。“文化张力”，故宫的“文物”受其特定历
史时代的科技、文化、教育、军事等的影响
和感通。而“文博中国画”的“文化张力”是
人类文化的积累、发展和交融，你所看到画
作现象的那一个时刻，不是孤立的，而是现
象背后一点一滴的辗转曲折和千丝万缕，
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经济学、国学、伦
理学等相融相通。

看嵇亚林的“文博中国画”，我领悟更
深的是“留白”的“有”和“无”哲学。《道德
经》第十一章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
有车之用。”说的是三十根辐条汇集到一根
毂中的孔洞当中,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如
此车子才能正常运行。即“有”和“无”是相
互依存，互为动因的。车之“有”“无”“留
白”蕴涵着极大的哲学。

清代魏源《默觚》中说：“钟馨之器愈厚
者，则声愈从容；薄者反是。钟磬壁浑厚，
才能保持本真音色，发声雄浑悠远。嵇亚
林的“文博中国画”业已成为当下画作构建
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从容力作。

“文博”里的“中国画”系打造融通中外
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
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精神
力量，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画
载道、以画传声、以画化人，“文博中国
画”正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提升中华文化
的国际影响力、传播力、实践力的新形
象。

名 家 艺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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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台人。研究馆员，中国群众文化学
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
省中国画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群
文学会书画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当代书画
院副院长。曾任江苏省文化厅副巡视员、
南京博物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江苏省中
国画学会副会长等职。

绘画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省级展览并
获奖，作品先后在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
院、南京博物院、江苏省美术馆、江苏现
代美术馆、金陵美术馆、南京六朝博物馆
等场馆展出，并在南京、上海等地多次举
办个人画展。作品数次赴法国、荷兰、英
国、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交流展出，且被
国内外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收藏。2017年荣
获全国第二届艺术品市场价值建设奖：最
具收藏价值艺术家奖。

出版有 《文化行迹》《嵇亚林文集》
《嵇亚林水墨画集》《闲墨澄怀》《我站在
画布面前：苏天赐的艺术世界》《花开见
佛：陈之佛的艺术世界》等专著。

松鼠文物系列（金兽南博藏）天佑中华（甲骨文国博）光明之宝（南博）

海归门神尉迟敬德 薰香瑞烟袅 43cm×46cm 2021年 沉鱼落雁 70×70cm 2023年

鼎立华夏写春秋 34cm×138cm 2021年

嵇亚林

嵇亚林《慈悲怡然》（敦煌榆林窟第25窟观音菩萨 中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