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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泽军是宁波市第三中学的
一名美术教师。此次在中国美术
馆举行的画展，是宁波基础教育
领域的又一次有益探索。“吴泽军
老师心中的‘源头活水’，让师生
之间的‘天光云影’成为可能。
此次画展既代表我们学校美术老
师的艺术水准，也给未来宁波高
中美术特色学子的发展提供了方
向上的指引。”画展开幕当天，宁
波三中党委书记曹斌带领一批学
子 赶 到 现 场 ， 为 吴 泽 军 的 画 展

“打 call”。
展厅里，一组以天然矿物颜

料创作完成的佛像绘画引起了业
界的特别关注，很多人赞叹：“怎
么会出现这种材质的画！颗粒性
如此强，触摸如此有质感！”

《涅槃》 佛像图展露了“秀骨
清像”的魏晋风度；《慧光》 佛像
图尽显大唐气象、皇家风范；观

《清韵》 佛像图，淡静宁和的宋韵
流风扑面而来⋯⋯吴泽军把他精
湛的技巧和岩彩特有的质地肌理
发挥到了极致。

为什么会想到创作丝路主题
的佛像系列？矿彩绘画的魅力又
是从何而来？吴泽军讲述了他的
创作心路历程。

1971 年，吴泽军出生于湖南
常 德 ， 从 会 拿 笔 纸 ， 他 就 开 始
描 描 画 画 了 ， 起 先 多 是 临 摹 ，
之 后 长 年 累 月 起 早 贪 黑 地 画 ，
甚 至 整 宿 整 宿 地 画 ， 画 进 了 湖
南 师 范 大 学 —— 当 时 ， 湖 南 省
有 且 仅 有 这 么 一 所 开 设 了 美 术
系 的 本 科 院 校 。 头 两 年 ， 水
墨 、 水 粉 、 水 彩 什 么 都 画 ， 后
两 年 ， 吴 泽 军 选 择 了 “ 中 国
画”这个分支。

大学毕业前夕 ， 学 校 组 织
去 龙 门 石 窟 、 敦 煌 观 光 采 风 ，
他 被 那 些 飞 天 壁 画 和 石 雕 艺 术
震 撼 了 ， 觉 得 中 国 的 传 统 绘 画
很 有 艺 术 想 象 力 ， 后 来 就 一 直
寻 思 着 要 临 摹 或 者 进 行 创 作 加
工。

1995 年 大 学 毕 业 后 ， 吴 泽
军被宁波市教育局人才引进到宁
波三中担任美术教师。展览、学
术会议跑得多了，见识也广了，
艺术的内涵变得更加宽泛，表现
形式也更为多样，矿彩入画就在
那时候进入了他的生命。

吴泽军采用的矿物颜料是珐
琅 。 珐 琅 ， 又 称 “ 佛 郎 ”“ 法
蓝”，国人多称景泰蓝，是外来语
的 音 译 词 。 珐 琅 由 天 然 矿 物 质
硅、铅丹、硼砂、长石、石英等
按照比例混合，然后分别加入各
种金属氧化物，再经焙烧磨成粉
末而成。

一直以来，珐琅多以涂料的
身份用于工艺品上色，一个偶然
的 契 机 ， 吴 泽 军 发 现 了 珐 琅 的
另 一 种 妙 用 ， 颗 粒 状 的 结 晶 体

用 于 绘 画 ， 会 产 生 一 种 特 殊 的
艺 术 效 果 ， 作 品 往 往 呈 现 粗
犷 、 古 朴 的 原 始 之 美 和 凝 重 、
沧 桑 的 历 史 感 。 于 是 ， 他 直 接
将 这 种 矿 物 颜 料 运 用 到 了 画 板
上。

吴 泽 军 说 ， 在 30 年 前 ， 不
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亲赴敦煌、龙
门石窟等艺术圣地考察，所以他
立 志 要 把 石 窟 艺 术 “ 搬 ” 上 画
板，矿彩很适合表达佛像艺术，
他要去实现当年的愿望。

在 宁 波 三 中 工 作 室 的 案 台
上，多的是剪刀、镊子、刮刀、
吸管、矿石、金属丝等材料，媒
介是并不常见的木板织物，从研
磨 色 料 、 焊 接 胶 贴 ， 到 丝 线 盘
编、辅砂填料，靠的是吴泽军的
一双“巧手”。一幅矿彩佛像图要
半年左右才能完成，它既是一幅
画，也是精雕细琢的工艺美术作
品。

在多年的实践探索中，吴泽
军努力把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与矿
物颜料的天然材质完美糅合，使
作品呈现深邃、苍劲的意境和强
烈的视觉冲击力。

正如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李
朝霞对他的评价，“在吴泽军的绘
画中，佛像浸染了中国传统艺术
的内敛、含蓄之气韵，又显示出
大气磅礴的安静、肃穆之华彩，
柔情缱绻又雍容大象；其作品中
的佛像造型大都洁净唯美、矫矫
不群，展现了形神兼备、脱俗飘
逸的形象。在对佛像的塑造中，
他删略和过滤掉了许多情节、细
节，强化了他所追求的精神本质
要素。”

一幅 《涅槃》 佛像图，取材
于北魏时期的一尊石雕佛像，他
创作时虚化了一些细节，然后在
佛像右边加入了红色的“火焰”，
头上则加了灰色的天空，寓意浴
火重生，超拔出尘。

事实上，吴泽军的丝路绘画
个展，已经不是第一次引起轰动
了。

吴泽军告诉笔者，2014 年在
宁波美术馆举办的“梦回敦煌”
矿彩作品个人展，反响很好，他
的新型绘画风格及技法也引起了
日本同行的兴趣与关注。

两年后，“丝路之旅”吴泽
军 矿 彩 作 品 日 本 巡 展 分 别 在 日
本 东 京 和 长 崎 展 出 ， 展 览 地 点
是 东 京 日 中 友 好 会 馆 美 术 馆 和
长崎美术馆。吴泽军带去近 100
件 矿 彩 作 品 ， 为 日 本 观 众 奉 献
了 一 场 展 现 丝 绸 之 路 灿 烂 文 化
的 艺 术 盛 宴 。 展 览 不 仅 受 到 日
本 艺 术 界 及 观 众 的 欢 迎 ， 也 得
到 了 日 本 社 会 各 界 名 流 的 支 持
与 关 注 。 日 本 前 首 相 鸠 山 由 纪
夫 、 村 山 富 市 分 别 为 他 的 画 展
题写名称。

矿彩入画

湘江楚水赋予吴泽军含蓄低
调的性格，他是胸藏锦绣、腹隐
珠玑的那一类人，言语不多，痴
心绘画逾三十载，游走于传统与
当代、观念与构成、有相与无相
之间。

在宁波三中执教近三十年，
吴泽军在象牙塔的一隅天地里，
一边创作，一边教书育人，日子
过得宁静而淡泊，自然有更沉淀
的心境去创作。

尽管浸润江南多年，但“乡
关何处”在他看来都不是问题，

“就艺术而言，西部戈壁、敦煌阳
关早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原乡。”

“此次展览的名称为‘丝路语
痕 ’。‘ 语 ’ 是 艺 术 家 的 艺 术 话
语，也是他体验文化、体会文明
的言语记录；‘痕’则代表着画家
行 走 千 里 丝 路 的 足 下 留 痕 ， 同
时，也是他感怀历史、感怀艺术

的思想痕迹。‘语痕’，是一位痴
迷于艺术、醉心于绘画艺术家的
心路历程。”敦煌学院博士生导
师、创院院长田卫戈这样概括吴
泽军的艺术人生。

中国当代艺术是受外来文化
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艺术形式，
在其自我更新的过程中，必须经
历 自 身 的 文 化 沉 淀 与 创 造 性 转
换，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
根之木。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有不少中国艺术家西去寻根。吴
泽军也承接了这样一个传统，把

“文化寻根”作为艺术创新的动
力。

行者无疆。“丝路语痕——吴
泽军作品展”上的约 50 幅丝绸之
路题材作品，都是吴泽军造访之
后创作完成的，“近 20 年来，我
曾多次前往中国西部探寻，足迹
几乎遍布西部重要的文化遗迹，

西行漫记

如西安碑林、大足石刻、龙门石
窟、汉长城、玉门关遗址、敦煌
莫高窟等。我的作品灵感大都来
自这些历史遗痕。”

吴泽军将西安碑林视为“中
国最大的石质图书馆和中国书法
艺术宝库”，他一次次走近它，感
受 碑 石 、 文 字 、 书 法 的 高 古 气
息，如何用绘画的语言来表现其
蕴含的中华文明和思想文化，是
他一直在尝试的创作活动。

后来，他以“碑刻”为母题
延展出“甲骨回响”“石鼓遗韵”

“文脉风华”等系列综合材料绘
画，用大漆调砂砾制作出风化的
质感，用漆灰层层打磨，用刻刀
重现文字符号，呈现的作品画面
黝黑，砂砾斑驳，肌理粗糙，在
一片被风化的痕迹中，仿佛诉说
着历史，赓续着文脉。

吴泽军也特别钟情石刻、敦
煌壁画，敦煌莫高窟带给他无尽
的美与震撼力。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
城 市 ， 是 连 接 东 西 方 的 交 通 枢
纽，莫高窟见证了最初的东西文
化融合。吴泽军如饥似渴地在现

场临摹、写生，从中寻找传统与
当代艺术的价值连接，之后进行
再创作，以丰厚的历史感悟，瑰
丽的艺术想象，跨时空的浪漫手
法，“思接千载而视通万里”，这
一时期他创作的作品，本质上已
是写意精神对写实的超越了。

他 还 从 大 足 石 刻 、 龙 门 石
窟、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等石窟艺
术中吸取力量，深入西北戈壁以
及阳关、玉门关、汉长城等遗址
遗迹，探寻丝路文明的根脉，像
雕刻时光一般打磨出的作品，肌
理所呈现的沧桑美感具有当代特
质 ， 同 时 又 切 入 历 史 文 脉 的追
问。

“诸如此类的种种探索，揭示
出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民族情感与
人文情愫。这为他的当代艺术创
作打下了坚实的民族文化基础。
以一种守先待后的姿态，不断地
踏上了艰难的跋涉之路。”在“丝
路语痕——吴泽军作品展”主题
研讨会上，展览的学术主持、中
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秘书长、湖南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杨卫感慨
道。

吴泽军多年的写生考察，始
终不离丝绸之路的主线；他开阔
的视野，更关注着丝绸之路上的
文明互鉴。在艺术实践和文化思
考中，吴泽军在多材料、多画种
上广泛涉猎，既是矿彩写实风格
佛像艺术创作的能手，又是勇于
告别已有成绩提出“综合材料绘
画”主张并推出实验水墨丝路新
风貌的一员干将。

“30 多年的绘画生涯中，我
的作品形式有过几次转变，这次
呈现的综合材料系列作品，不是
预先的设计，也不是刻意追求，
是基于对材料的认识，在一个不
断 体 验 ， 不 断 延 展 的 创 作 过 程
中 ， 完 成 的 艺 术 语 言 方 式 的 转
换。”吴泽军说。

在杨卫教授看来，校友吴泽
军是一位对材料极其敏锐的艺术
家 ， 这 源 于 其 对 现 实 生 活 的 敏
感，同时，也是基于他对当代艺
术的价值认同。吴泽军没有从事
装置、行为和影像等观念艺术的
创作，但他作为一个敏锐的艺术
家 ， 受 到 了 观 念 艺 术 的 诸 多 影
响。吴泽军的大学时期，正是当
代艺术风起云涌之时，他走上艺
术创作之路，一方面把材料拓展
视为艺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不断
加以推进和完善；另一方面关注
文化的变迁与时代的命运，将材
料拓展与现实、文化和时代主题
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综
合 材 料 绘 画 语 言 脉 络 与 探 索轨
迹。

著名美术批评家、中国美术
批 评 家 年 会 荣 誉 主 席 贾 方 舟 认
为 ， 吴 泽 军 的 艺 术 创 作 特 色 鲜
明，大戈壁大空间大格局下的沧
桑感历史感很厚重。画面上被风
蚀 的 残 留 的 历 史 遗 迹 和 斑 驳 肌
理，让人印象深刻。“丝绸之路上
有很多寺庙和石窟壁画，这是中
国艺术史的重要方面。当代艺术
如何吸收传统艺术？这方面吴泽
军进行了很好的探索，他的这些
作品，在向传统学习的同时体现
了个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态度。”

综 合 材 料 绘 画 既 传 统 又 当
代，它是与国际接轨、体现时代
性的一个跨界画种，如何通过创
新的形式，用当代的艺术语言去
唤醒丝绸之路上的文物，不断提
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影
响力？

了解中国画史的人都知道，
山水画审美风格的显现，主要表
现在皴法上，山水画家的笔墨技

巧很大程度上是借助皴法来体现
的。

“吴泽军很有悟性，他选择了
矿粉、水墨、大漆这三种中国文
化底蕴积淀深厚的媒材，作为主
要原料来表达他的丝路畅想，同
时，他还创造性地逐渐形成了适
合 表 现 风 蚀 质 地 肌 理 的 ‘ 砂 砾
皴’。”研讨会上，中央美术学院
教授于洋表示，“宁波是综合材料
绘画的重镇，最近我去看了几位
宁波艺术家的作品展，从中越来
越感受到综合材料的张力在当下
具有重要的价值。”

所谓“砂砾皴”，是指用较厚
的生宣，以砂砾为底，层层拓印
模仿还原这种肌理质地形成的过
程，在砂砾质地上反复皴擦，同
时用大量的水墨或大漆、石粉等
天然矿物颜料、自然材料以及金
箔、银箔等材料丰富画面，再辅
以传统山水技法，如此一来，能
将大西北那种风蚀、砂砾混合的
地貌特点完美地体现。

“丰富的笔墨语言在清新典雅
的 格 调 下 生 发 出 极 富 韵 致 的 张
力，呈现一派诗意和禅境；天然
矿彩与水墨、大漆几种绘画语言
描摹的丝绸之路文化，成就了一
种新的民族绘画精神。”中国美院
教授、中国美协综合艺术委员会
副主任杨劲松表示，“吴泽军的此
次作品展，是他多年来探索古代
丝绸之路的思考与积累，探讨了
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大时代发展
共振的关系。”

杨卫认为，吴泽军通过材料
的探索，在语言方式上的不断更
新与递进，使得这些沉睡千年的
文化遗存，从掩埋的历史尘埃中
脱颖而出，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发
展脉络与时间轮廓。吴泽军用艺
术的方式，挖掘了一段正在消失
的历史，并为其注入了有血有肉
的生命活力。更为重要的是，他
把这条探索之路引向更为深邃的
历 史 深 处 ， 为 其 铺 垫 了 连 贯 古
今、横跨东西的人文基础——

他以大开大合的手笔，概括
了丝路交流的历史，又以古代壁
画的传统，整合了中西古今的画
法 ， 有 实 有 虚 ， 有 特 写 ， 有 穿
插 ， 情 随 境 生 ， 光 辉 随 光 环 扩
展，诗意在流动中闪光。有大唐
的灿烂，西域的绚丽，波斯的细
密，写实的凝重，写意的酣畅。
一幅幅宏伟壮阔的作品，是漫长
年 代 的 重 叠 ， 是 东 西 跨 度 的 浓
缩，概括了中西交流的生态。

丝路新语

丝绸之路的文化遗迹，给当代画
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以及多元的
表现技法。

在宁波艺术家吴泽军的笔下，无
论是古道明月、霜天牧歌，还是丝路
行者；无论是神秘的飞天、甲骨文、
唐宋佛造像，还是石鼓遗韵、莫高窟
印象；无论是戈壁风光、大漠气象还
是阳关故址、汉代长城图景，无不叙
述着这条古老又绵长的人类互通共荣
之路。

日前，“丝路语痕——吴泽军作
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的作
品让人耳目一新，这既是一次丝路艺
术的呈现，也是一场丝路文明的对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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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在展厅中。（黄银凤 摄）

展览现场。（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历史的天空——千年飞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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