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

randi，1890-1964）在意大利格里扎

纳山脚下的画室，徐徐展开中国唐

代周舫的《仕女图》、北宋范宽的《溪

山行旅图》等绘画集锦时，可能怎么

也不会想到他的作品会在 21 世纪

的某一天，会和与他同时代的中国

国画巨匠黄宾虹（1865-1955）展开

对话。

26 日起，“光的诗——乔治·莫

兰迪艺术展”和“与天地精神往来

——黄宾虹艺术研究展”在成都市

美术馆A区（成都市天府美术馆）同

场展出。在这场西方油画与中国水

墨山水画穿越时空的对望中，不难

发现，两位大师的作品都闪烁着东

方美学之光。

中国的黄宾虹与意大利的莫兰

迪，他们的作品在全球范围内都受

到了广泛关注。他们的艺术成就有

力地证明了艺术是一种无国界的语

言，可以跨越地域、文化和历史的差

异，为人们提供共同的审美体验和

情感共鸣。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

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于艺术创

新具有重要意义。黄宾虹和莫兰迪

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艺

术家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的尝试，

他们的作品展示的融合创新，在全

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也

激发了世界各地艺术家对传统与

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互鉴的

探索，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

感来源。

【【 前 言前 言 】】

莫兰迪独有的用色风格在当下

很受追捧，被称作“莫兰迪色”，近年

来“莫兰迪色系”火遍全网。在用

色上，莫兰迪放弃视觉冲击，降低颜

色纯度，呈现出深受当下年轻人追

捧的一种“高级灰”，反映出朴素、宁

静、神秘的东方美学气息。

室内设计：设计师通过莫兰迪

色提高人们对空间的体验感，将其

运用到室内设计的大基调中，协调

空间物体之间的色彩关系与位置关

系，透露出质朴、柔和、安静、优雅、

高级简约的风格。

服装设计：莫兰迪作品色彩为

服装融入新的色源，内敛、文雅的风

格恰到好处地展示着装者的文化内

涵和高雅情趣。

包装设计：莫兰迪色与包装设

计综合应用，形成一种协调自然、雅

而不沉的视觉效果，体现简约与流

动感，时尚且具有辨识度，在很大程

度上提高了产品的质感。

陶瓷产品设计：陶瓷设计结合

莫兰迪色，改变了过去复杂的形体

结构、繁复的装饰，以简约的形态、

单色或有限的几种颜色为主，质感

更加温柔细腻。

影视作品：莫兰迪色的应用近

年来一直活跃在影视剧中，使画面

更有人文感和艺术气息，为影像创

作带来了更多的视觉、心理体验。

插画设计：插画家提取莫兰迪

色卡的色彩元素，将轮廓简化，干

净的色块、简单的线条刻画出一种

秩序感。

“莫兰迪色”
与当代设计

【【 拓 展拓 展 】】

26 日，成都市天府美术馆同场展出了 20 世纪上半叶

中国国画巨匠黄宾虹（左）和意大利画家乔治·莫兰迪的艺

术展，中国水墨山水画与西方静物油画相互映照，不难发现

两位同时期的大师作品都闪烁着东方美学哲思的意味。

中国近代山水画一代宗师黄宾虹思想开阔，主张绘画

无谓东西之别，追求精神一致；而莫兰迪作品中的含蓄用色

及宁静气息与中国文人画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着东方绘画

哲学中“度物象而取其真”的禅意。

有意思的是，两位画家都是在人生的晚年攀上了个人

的艺术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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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之道 取法自然

“与天地精神往来——黄宾虹
艺术研究展”包含 70 件黄宾虹书画
真迹，全部为文物级展品，其中 31
件为一级文物，25件为二级文物，14
件为三级文物，同时还征集和借展
了大量珍贵的笔记、图书、报刊和文
献资料，并打造了“天地精神”“雨淋
墙”“月移壁”“青城坐雨”等多个体
验式场景。

据悉，展览共分为四个章节，第
一章“国光：浑厚华滋本民族”，重点
讲述黄宾虹对古人的学习，以及他
在钩沉画史、师法古人过程中的所
悟所得；第二章“天地：我从何处得
粉本”全面介绍黄宾虹从自然天地
中取法绘画之道的方法，以及他对
中国山水的概括性分类；第三章“幸
雨：入蜀方知画意浓”，通过对黄宾
虹在蜀期间的社会活动及写生游
历的深入梳理和场景塑造，展现巴
蜀山水对他绘画艺术走向成熟的
重要意义；第四章“世观：五百年其
间必有名世者”，包括傅雷、潘天寿
等前辈的评述，分析黄宾虹笔墨系
统及晚年变法过程，阐述黄宾虹作
为中国艺术史上一座高峰的价值
与意义。

打通中国画的“形而上下”

此次展览策展人曹筝琪娜为
记者介绍了黄宾虹的传奇艺术人
生 。 黄 宾 虹 ，初 名 懋 质 ，后 改 名
质，字朴存，号宾虹。黄宾虹不仅
是一位成就卓越的国画家，同时是
金石书画鉴定家、美术教育者、美
术史学家，更是一位对后世中国画
学界有大贡献的画学家。黄宾虹
以其兼收并蓄、涵承传统又极具开
创性的笔墨探索，将中国绘画的哲
学精神和笔墨思想融会贯通，打通
了中国画的“形而上下”，自成一
座高峰。

黄宾虹的一生经历了三次时
代变迁。幼时出生于清朝末年的
一个徽商家庭，从小接触正统的儒
家教育与徽派文化；青年时代放弃
科举一路，投身革命，先后参与维
新变法及本地革命党活动。1907
年，42 岁的黄宾虹前往上海。在
沪期间他在多个出版社和杂志社
任职，并在昌明艺专、新华艺专、
上海美专任教。这一时期，他潜心
作画、撰文论著，出版了大量关于
金石书画的理论著作。黄宾虹 74
岁北上，应北平古物陈列所（故宫
博物院前身）之邀，赴北平审定故
宫 南 迁 书 画 ，兼 任 北 平 艺 专 教
职。在北平期间，他在笔墨意境
和 技 巧 上 取 得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飞
跃，进入了创作的成熟阶段。1948

年，83 岁的黄宾虹回到杭州，任国
立艺专、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教授。
晚年的黄宾虹思想开阔，主张绘画
无谓东西之别，追求精神一致，也
最终在这一时期攀登上了个人的
艺术巅峰。

黄宾虹的一生多元且传奇，他
在书画鉴定、理论研究、绘画创作上
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他所创造
的艺术世界中，文明精神皆可通造
化摹自然传奇，笔墨图画俱可为天
地书华彩文章。他通过对古文字
学、金石学的根源性探究，将中国
书画的基因追溯至上古，一改当时
流行的“中古起源”说，为中国书画
的精神本源找到了更为深厚的出
处。他也是一位笔耕不辍的绘画
实践者，数十年如一日对笔墨进行
操演与论辩，除了学理性地总结出

“勾古”“太极笔法”“五笔七墨”等
诸多重要的笔墨法门外，更以中国
哲学的根本气韵贯入实践，在语言
建构层面完成了对中国画的一次理
论推动。

让世界认识中国画

黄宾虹所处的是一个视中国文
字与古籍为土芥，欧风渐进的时
代。但他却选择逆流而上，从画学
层面寻求中国画的出路，探索中国
文化与艺术的未来。

黄宾虹曾发表《国画之民学》
一文，提到他与一位欧美人士交流

“美术”两字，讨论什么东西最美，
对方称“不齐弧三角最美”，因凡是
天生的东西，没有绝对方和圆，拆
开来看都是由许多不齐的弧三角
合成，所以要不齐之齐、齐而不齐
才是美。而我们古老的《易经》指
出“可观莫如木”，树木的花叶枝干
正合以上所说的标准，所以可观。
黄宾虹亦曾发表《论中国艺术之将
来》，谈到“泰西绘事，亦由印象而
谈抽象，因积点而事线条。艺力既
臻，渐与东方契合。”由此可见，那
时的黄宾虹已具备一种基于东方
文化根性的世界视野。

黄宾虹认为“我们生在后世的
人，最为幸福”，因为老祖宗留下来
的美好文物太丰富了，那些带钩、铜
镜之类，上面都有极美极复杂的图
案。日本人曾将这些图案加以分
析著书，每一个图案都可以分析出
很多不同的几何图形来，欧美人见
了也大为惊服。所以，“我们应该
自己站起来，发扬我们民学的东
西，向世界伸开臂膀，准备着和任
何来者握手！”

黄宾虹海纳百川的学习态度，
以开放的姿态，主张在发扬民族精
神的基础上，鼓励中西文化的友好
交流与发展，为世界对中国画的认
识塑造了范本，打开了通道。

中国近代山水画一代宗师黄宾虹﹃
向世界伸开臂膀

，准备着和任何来者握手

﹄

黄宾虹，中
国山水画一代宗
师，其画风丰富
多变，蕴涵着深
刻的民族文化精
神与自然内美的
美学取向，其画
作讲究笔法、墨
法、章法，集古今
各家之所长而又
自创新格，可谓
传统与革新的集
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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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画巨匠黄宾虹、20世纪欧洲代表性画家乔治·莫兰迪作品同场展出

对望：远方的山水与近处的日常

用一生时间画家乡日常

从 1930 年代开始，“芳扎达大街
的庭院”是莫兰迪最常描绘的主题。
芳扎达大街工作室的那扇窗户是他与
周遭世界的唯一联系，透过窗户，他的
目光在高低墙上游走，徘徊在附近几
栋房屋及小小庭院里的景物。几何化
的房屋、抽象的树木、简洁的色块组
合，让纷繁复杂的景物有了很强的秩
序感，普普通通的风景似乎有了隽永
的韵味。

莫兰迪用光的折射描绘极简的静
物瓶罐与熟悉的风景，为日常写入诗
的神性，柔和的色调和空灵的光晕连
接起了意大利的传统艺术与现代艺
术。莫兰迪对光影与色彩的捕捉、覆
写、回望，是决然的坚守，是璀璨的念
白，是最简单的日常。

据策展人孙晓伟介绍，意大利画
家乔治·莫兰迪，生于意大利博洛尼
亚，是 20 世纪欧洲最具有代表性的
艺术家之一。在莫兰迪生活的年代，
19 世纪至 20 世纪，从印象派、立体主
义、未来主义到形而上画派，莫兰迪
从中汲取前辈们的绘画风格，同时坚
守初衷，专注于自己宁静的世界，以
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小幅静物画和
风景画闻名于世，创造出现代绘画的
又一趋势，至今影响着全世界的艺术
思潮，还被运用到设计领域，实现了
艺术到时尚的跨界。莫兰迪真正成
名是在他的晚年，最初他沉迷于印象
主义，模仿过立体主义，在经过跌宕
起伏的探寻后，莫兰迪终于找到属于
自己的艺术语言。

莫兰迪很少走出家门。他不像
其他艺术家选择户外或人物作为创
作对象，他选择的绘画对象仅仅是窗
外的世界和极其有限简单的生活用
具，以杯子、盘子、瓶子、盒子、罐子以
及普通的生活场景作为自己的创作
对象。可以说，莫兰迪花了一生时间
研究家乡的风景、桌上的鲜花以及他
的瓶瓶罐罐。孙晓伟告诉记者，不同
于大部分现代艺术大家的人生轨迹，
莫兰迪在创作生涯的晚期迎来了创
作的高峰，作品面貌越发简洁、有力、
神秘和充满哲思。

细小题材体现诗性静谧

被毕加索称为“20 世纪最伟大的
画家”的巴尔蒂斯评价莫兰迪：“无疑
是最接近中国文人士大夫精神的欧洲
画家了。”莫兰迪也是陈丹青口中“具
有东方精神的西方画家”。在此次展
览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就是
将莫兰迪作品的色块进行提炼，然后
将其与中国传统绘画的颜色进行对
比，那一份神性的沉思、诗性的静谧在
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

在莫兰迪故居，人们发现了 7 本
中国古代绘画集锦，包括周舫的《仕
女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可以
推测，莫兰迪色系和中国传统绘画

色彩的运用有着很大关联。业内专
家曾指出，莫兰迪绘画艺术中最显
著的特征就是其审美理念与东方美
学极为相似。

莫兰迪作品的含蓄用色及宁静气
息与中国传统绘画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令人感悟到艺术跨越文化、地域而
相通的神奇魅力以及世界文化交融互
鉴的独特光彩。西方评论界认为，莫
兰迪的画关注的是一些细小的题材，
反映的却是整个宇宙的状态。不少人
从莫兰迪笔下的瓶瓶罐罐中品出哲学
的意味，甚至认为这与东方绘画哲学
中的“度物象而取其真”的禅意存在着
某种精神上的交汇，所以能给人以温
柔的精神慰藉。

西方画家中的“隐者”

宋人求“理”、元人求“逸”、明清人
“复古”。笔墨与时代相随，绘画作品
更是明显，放诸个人便是“画如其人”，
在中国如此，在西方亦是，艺理相谐，
殊途同归，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人生最
好的注解。

莫兰迪一生孤寂、平淡，厮守着
生活中的坛坛罐罐，用静物演绎艺术
的真谛。诚如他自己所说：“我本质
上只是那种画静物的画家，只不过传
出一点宁静和隐秘的气息而已。”莫
兰迪的生活方式很像中国的文人隐
士。隐士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人文
现象，“隐”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和
精神信念。这些特别的文人，不官不
商不农，凭着文学书事，求一种旷然
自在的生活。如此，我们可以说莫兰
迪是西方的“隐者”。莫兰迪的绘画
不像传统的西方绘画注重功能性、研
究性，而是在绘画中构筑自己的精神
世界，他对绘画的沉迷执着，是一种
隐逸心境的寄托。

欣赏莫兰迪的作品，观众能从中
体会到“平淡天真”之意趣。中国宋代
文人米芾曾提倡绘画应“平淡天真”

“不装巧趣”，将其作为绘画美的标
准。莫兰迪的画没有一丝矫揉造作，
有的只是朴实恬静，画面中分明可见
类似于东方的超然淡泊。莫兰迪那些
极其简单的器物无不透着莫兰迪单
纯、天真的个人幻想，比如他 1961 年
画的一幅静物，画中央是一只巨大的、
有如黑色鸟嘴一般的大水罐，周围是
四个造型单纯的小杯子，稚拙地排列
如待哺的小鸟。这样的画作透出几分
中国文人画单纯、平淡、含蓄、超脱的
精神内涵。

莫兰迪这种艺术追求和精神境
界，借物抒情，言物载道，有意无意地
和中国文人画风格契合。他的笔墨俭
省到极点，通过静物、风景，以现实的
物象投射心中的自然，表现出一个纯
化的精神世界，所以他的画也被称为

“形而上画派”。“冥想式”静物带着某
种禅意，这一点和中国画的山水花鸟
异曲同工。可见，东西方艺术家追求
的艺术境界是相通的，展示了人类审
美活动的一种高层次领悟。

“ 光 的 诗
——乔治·莫兰
迪艺术展”展出
了46件意大利
画家莫兰迪文
物级原作。此
次展览以创作
题材分类，呈现

“彼时的遥望”
“不朽的目光”
“可知的世界”
三个板块，同时
有莫兰迪照片、
自述、纪录片、
评论文章组成
的展示 区 域 。
在那个前卫艺
术蓬勃发展的
年 代 ，意 大 利
格里扎纳山脚
下 的 画 室 里 ，
乔 治·莫兰迪
苦心孤诣地探
索艺术的谜题，
寻找结构的极
限与最本初的
艺术秩序。

类似中国古代

﹃
隐士

﹄
的西方画家莫兰迪

静物画

最从平淡见天真

《黄山诸峰图》1938年《青城山听琴图》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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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物写生》 《芳扎达大街的庭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