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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辰（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

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今天我们观看了曾三凯的新的画展，曾三凯近一二十年当中主要以中国画的

山水和书法为主。最近，他在尝试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这个形式也是在传统观念

和传统理法的基础上进行探索。我看了以后，感觉耳目一新，但是作品也有这种

传统的观念的那种意识和理解。他的这种水墨画的形式、他的新的尝试和其他那

种以纯抽象为主的那种不同。他还是有造型，有意象，更加强调画面形象的意和

精神。说明画面上的意和精神仍然是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也是中国传统观念的意

象精神。我作为三凯的导师，这些年来在对他的画非常关注，经常交流，他谈到

的一些想法和我的看法，大部分都是能够取得共识的。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些理法

能够用现在他所追求的一种新的形式去表现。那当然，这里面还需要继续努力，

就是中国的艺术语言也就是中国画的笔墨，及其笔墨的结构，那么中国画的笔墨

有非常高深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深度。同时也强调了中国的笔墨功夫，所谓中国功

夫就是一笔要体现出中国画的特质，和它的写意的基本精神。在这一点上呢，他

在尽量的去探索和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呢有的很微妙，像一些线一看上去好像

不是用毛笔直接画的，但是这个线条的气势和走向和运动感还是有中国的笔法笔

意存在，因此，他是对中国画的艺术表现有深层次的理解，不是表面形式的相似

或相同，而是内在精神的通联。我们一直比较提倡要传承我们自己民族的创造，

自己文化的特点。那么他在这一点上是在继续，一直在努力，并且在继续往更加

个性化，或者说更加突出，找到更能够突出这个精神的一种新的形式，他的探索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所希望所期待的。	
	

	
	

陈平（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中

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三凯是中央美术学院山水博士生，也是我的学生。因为我带他的时候我看他基本

以传统的一面是给我呈现的。今天我一看这个他的山水展示，哎呦，让我一个别

开生面。而且呢感觉到有点突奇，突奇的原因呢，因为他以前，因为刚才看到他

的早期作品，也是这么画的，但是他在美院学习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子，他的功

底很好，因为对山水那种线条的认识是来源于他的书法，因为他主攻还是在临碑

帖上，以碑帖的线条来入山水的线条，而且画的呢也非常是近乎是文人绘画。所



以说我刚才说比较突奇呢，看到他的这批作品，就一下子完全是线没有了，感觉

都是面，整个面呢都是以色面这种来表示，而且他这种形式是一种笔墨构成的方

法，非常现代，也非常有形式感，给人感觉呢就是一种突奇的空间。所以我说三

凯呢看到他的山水可以说是有两方面，一个是他的文人情怀，一个是中西融合的

景象。中西融合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种笔墨构成，看他的山水有西方的构成，

但是呢他构造的画面的境界还是有山水的笔墨淋漓的那种意象，我觉得画的非常

好。	
	
	
	

邱振中（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兰亭书法艺术学院院长）	

	 	 	 	 	 这批作品对曾三凯来说，很有意义，因为他一直花费比较传统，然后看见

一批这样的有新意的，泼墨为主的作品，我还是很高兴看到他的探索和进步。从

这里也可以感觉到中国这一代的山水画家，或者说水墨画家在继承他们老师的探

索的基础上，还有受到西方的现代绘画影响的基础上，在往深处走去，挺好。对

他们的未来风格的形成，我想这是一个必要的也是很好的必然经过的阶段吧。	
	
	

王晓辉（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人物画系主任）	

	 	 	 	 	 我觉得，从我个人角度看的话，给我感觉大有不同，虽然我前两天读到过

三凯的微信，我多多少少有了一点点的预感，但是到了现场还是不一样。不一样

的，我突出的感觉，从我个人实际的感觉有两点。	
	 	 	 	 第一点，我跟三凯算是中国美院的老师兄弟。第一点我感觉整个画面的气息

没有浙江的感觉。第二点，我本人是做人物专业，虽然也画山水但是我从人物的

角度看，我感觉跟我们人物专业的对绘画的理解特别相通。所以说这两点是我到

了现场之后，我特别印象深刻，而且是愿意去解读，进一步解读作品的一个愿望

和情绪。	
	 	 	 	 要具体说，我觉的三凯他自己也是可能经过多年的积累，我们都在传统之下，

都在传统的影子里面。我们所有的做中国画的朋友，不管是人生观，应该都是在

传统的影子之下的，你跳不出。那么怎么能跳出这个传统呢，人物有人物的办法，

山水有山水的办法，各有各的办法，但是今天我看到三凯的这个办法是大大的跳

出了传统的影子。不是说跳出影子就跟传统没关系，恰恰的三凯这个作品，他的

画面的层次感完全完全是我们传统山水里面，读到的所有历朝历代的，从宋到元、

明、清都有过的墨感，都有过得更加丰富，更加有层次的不断推进的绘画感。	
	 	 	 	 站在我一个做人物专业的人来说，如果山水绘画有传统的基础，不管是笔墨

的，是审美的，还是水墨的，有这个基础，然后再跳跃到绘画性，能够像是一个

世界语言，以传统为基础跳入到一个世界语言范畴的概念里的绘画性，我觉得这

是一个山水绘画，人物绘画，花鸟绘画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大的空间。我觉得三凯

已经做到了，这批作品我也细读了，是最近这两年的作品，无论大，无论小。从

我个人的角度，我已经把他这种具有传统绘画精神的东西和具有西方更宽泛的绘

画精神的，我能够把他连在一起。不单是新鲜，而且我觉得很浑厚，色调是浅灰，

但是画面给你的感觉，读起来这个层次没有相当一定的积累，这种画面控制是很



难做到的。	
	 	 	 	 我从人物画的角度，从绘画的角度，从传统绘画的角度，从一个今天的传统

绘画来怎么能区别于相对久远一点的传统文化人，他们之间的区别我想在这个展

览上也能找到。这也不仅仅是三凯的一个向前，往大的说，也是一个我们水墨人

向前的一个标志，我觉得真的是出了震撼，真的有很多东西我们值得学习。我相

信来的朋友会在这方面有所收获，突破性的去理解。你进入这个场地之后，你想

到的不仅仅是中国画，可能想到的更多才对。	
	
	
	

魏广君（博士，中国国家画院书法院篆刻研究所副所长）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个温文尔雅的才子。原来他的很多山水作品还偏向于传

统一路，包括他的书法。但是今天的展览让我感觉到比较震撼，因为这是我过去

很少见到的他的一批作品。这批作品他是运用综合型的，我就觉得他对水墨延伸

的一种探索，而且他对各种形的矛盾性的组合，他把它化合的很妥帖。再一个就

是他在层层的块面，包括对线条做一种挥洒状的处理，跟里面方和圆的形的组合。

它既有非常理性的一方面，又表现了他对画面处理的一种率性，但这种率性不是

无度的，它是非常有理性的，基本都是在绢上表现的是一种书写的状态。他基本

上做的是一种以形式要素为基准，但是他体现的还是中国人的宇宙观，中国的宇

宙观基本上是人与自然的相辅相生的一种状态，他不是一种像西方那样对事物的

一种很具体的分析和处理，所以说他的这种融合状态，对山体对中国所谓的“气”

在画面中的一种交相感应的感觉很突出。					 		
我觉得这批画非常的整体，体现了他个人的气质和精神，体现出了他独有的

风格样式。	
		
		
		

徐福山（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副院长）	

	

他画的山水不管从构图，笔墨技巧，面貌的呈现都非常空灵大气线条补拙，

但是整个画面的构成给人一种非常协调，构图的新颖，给人一种禅意在里面，有

这个思想情感在里面。那么今天他的这种意象山水是我第一次所见，给人耳目一

新之感。虽然看似是不经意间的营造，但是也有他的学养在里面。你看他的没骨，

他的方块，对创作的意象过程当中有传统的笔墨的感觉在里面，尤其是外面那几

幅没骨绘画，它还是很结实的，他不像别人那种随意的泼彩，泼墨，营造一种气

氛，其实他还是把内心的情感通过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对传统笔墨的理解，以

及对构成的理解，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审美架构在里面。	
所以今天看到他的画，我觉得还是在传统的基础之上，形式上是对自己的一个意

象的呈现，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中华民族文化的理念之中，所以我感觉他的

这批画非常有新意，他这种探索我相信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研究部主任）	
	

三凯兄的这个展览呈现了他近年来的非常精彩的一些近作。因为三凯兄的作

品我原来看得也比较多。那么，这一系列的展览，开幕式王文章部长其实他讲得

非常准确，就是这种变化，包括他在传统之中走出来，能现在拥有这种当代的味

道。我觉得这种当代的味道，其实并不仅仅是由一种形式的变换，或者某种视觉

冲击力所带来的。相反，它实际上是从，它这里面其实依然有笔墨，比如说从这

种叠影的味道里面过来的。我刚才转了一圈，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他能把这

个墨色通过干湿浓淡的变化，硬边的交错的叠影式的变化来追求这种不仅仅是一

种形式感，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律动。所以我觉得这是三凯兄他的这些近作一直

所追求的一个点。这个点其实又是所谓的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当代水墨也好，或者

说是水墨艺术的学院化发展也好，三凯兄一直以来的一个思考。本身他这个展览

作为恭王府中青年艺术季的首展，也非常合适。因为他的画，他的近作既传统又

当代，而且三凯兄本身又是 70 后里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画家。又是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研究人员。所以我想，这个展览非常集中的呈现了三凯兄

的作品。实际上也比较集中而代表性的呈现了当下的、中青年水墨的一个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