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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8年10月12日，徐勇民同名个展“徐勇

民图文作品”在湖北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其从2007年

至今的创作、手稿、装置、影像等不同形式的作品，并

以打破多种艺术形式的的边界、展陈与空间成为作品一

部分的方式呈现出来。展览研讨会也同期在湖北美术馆

艺术交流中心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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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October 12th, 2018, the exhibition of “ Xu Yongmin” was 

held in Hubei Museum of Art, which has exhibited his creations, manuscripts, 

installations, videos since 2007, with the exhibition form of breaking the border 

of various art forms and making the exhibition design and space part of the works. 

Seminar of this exhibition was held simultaneously in Art Exchange Center of 

Hubei Museum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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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双喜：我们对于徐勇民非常熟悉，因

为他的知名度很高，出道很早，在全国美展

上获过奖，是非常优秀的画家。中国八大美

院的院长都很忙，能坚持画画并且做大型个

展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展览让我眼前一亮，

有点脱胎换骨的味道。首先，这个展览不是

油画展、国画展或雕塑展。徐勇民已经不再

以画种的界限画地为牢，这是非常好的倾

向。艺术在今天，画种的界限已不再是判定

的根本标准。但是这对艺术家来说，对未来

学习艺术的人，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门槛：

你的观念和想法能不能自如地运用不同的

材料？这个内容要不要教学？或者自主学

习、自己领悟？这对未来学院的美术教育

都是挑战。

徐勇民的作品按单幅的速写、勾的小稿

来看，数量是非常多的；汇集成若干个主题

和系列来看，两个展厅又并不是非常庞大。

有些作品具有分类学的意义，有些是人物

的剪影，有些是各种各样线条的纠缠，还有

一些图是对文字和书法进行重写，汇在一块

成为一件作品。根据作品和艺术家提出的要

求，展场设计非常新颖，色彩很强烈。他的

作品以黑白为主，但是整个墙面非常鲜艳。

我个人理解，这些小的图像好像是速写的片

段，可以当作一个心灵的感受和思想的锻

造，最后按照内心逻辑串起一个个局部形成

整体。今天整个社会文化精神生活越来越碎

片化，图像生产的消费已经成百倍地增长，

变成像高速动车一闪而过的窗外景象一样，

这种图像的繁殖数量跟它的质量、给人留下

的印象是成反比的，数量越多，单幅图像的

气息就越稀薄。在这种情况下，像过去那样

集中精力画一幅古典的、充满内涵的、可以

反复玩味欣赏的代表作和经典作品，似乎越

来越困难。如何将一百幅画合成一件作品而

提升它的整体价值内涵，是当代艺术创作的

难点。

    

段君：我是第一次看到徐勇民老师这么

大规模地展出他的作品，从他的这一批写生

稿我看到了勾线、皴擦点染，非常亲切，他

很强调佛教感的作品，非常简练，有一种净

化的感觉。冀少峰馆长写的文章，提到他是

从去传统到再传统的过程，过去对于传统水

墨的评价标准，批评家吕澎说对于传统水墨

可以用“趣味”这个词去评价。徐勇民老师

的作品就有很强烈的趣味感，不仅仅是表象

上的情趣或趣味上的感觉，更提高到了心灵

的境界。

除了看他这一批视觉美术的画稿，我还

看了他的文字稿。徐勇民老师做了十几年湖

北美术学院的院长，展览除了展现他视觉上

的教学，更多的是一种思维过程的展示。美

术教育确实非常重要，不仅仅停留在人文素

质的提高，特别对于研究生阶段是一种专业

阶段的提升和心灵内在的提高。还有一点，

他的文字显示出一种视觉的精神化，徐老师

把思维视觉化的同时也存在文字上不可视觉

化的一面，展现文字的特殊性和美术的有限

性，从这里面可以深入地再去看他文字里展

现出来的跟美术的反差。

            

卢斌：我和徐勇民是同事，了解他的情

况多一点，他的展览包括三部分：书法、散

文札记、绘画创作。

一、关于徐勇民的书法。徐勇民喜欢书

法，以前经常看到他在公文中的一些批语字

迹，这些不能反映他书法的真实面貌。但徐

勇民小楷书写的《金刚经》则是他深厚书法

功底的真实显现。昨天来看展时见到了这件

原作，功底非常扎实，水平很高，与其画作

相比，毫不逊色。

记得有一年的一个评审会上，武汉一位

叫刘谦定的评审专家与徐勇民交谈说其书法

比画好。徐勇民诙谐地说，不知道这是在表

扬我，还是在批评我。

徐勇民一直坚持用毛笔书写，无论是

做笔记，还是批阅文件。这不仅仅是一种执

着，更是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传承中国文

化，践行一个知识分子、教师和大学校长的

职责。这在今天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莫谈使

用毛笔，现在很多人连钢笔都不再使用了。

徐勇民常说书法易学，汉字难写，所以他一

直在坚持。 

二、关于徐勇民的散文札记。徐勇民的

散文、札记有着非常高的造诣。在他的微信

丁宁：很多人办展览，常常做大的，试

图以此一鸣惊人，或者在现场效果上先声夺

人。徐勇民偏偏让你看许多特别小的、平时

随手涂抹的东西。一旦预设被破除，展览就

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展览本身的布展形式

无疑给人很多的思考，因为整个画展的面貌

竭力与一切凡俗拉开最大的距离，所有场景

的颜色、布置展品的距离、展台的支撑材料

等都很讲究，与众不同，而这种与众不同又

以小见大。与此同时，整体上显得很低调，

内里有非常从容的文雅。我对布展达到的整

体气氛和整个效果真的非常享受。

从展览当中我们也会情不自禁地思考

一些艺术本意、艺术何为之类的问题，没有

人会否认所有的艺术是为了自由的灵魂，尤

其是国画，旨在将精神的自由推到极致。可

是，徐勇民的展览开了一个另类的先例——

我跟你不一样，而且不一样得非常从容、非

常低调、非常现代、非常日常、平淡而又雅

到极点。我甚至觉得展览还有些“魔”的意

味，所谓“魔”，就是有些许的精神的异

彩。展览中的佛经书法就是一例，作品的装

裱去掉了作品边框，以追求最大限度的纯

净、简约，凸现精神性的意味。他的作品，

整体或单独一张来看，显然有很大的差别，

放在一起来看似乎有一种气场。整个展览给

人非常大的触动，无疑是一个别出新意的好

展览。

艺术家本身也在努力地改变所谓的视觉

思维习惯。视觉其实不同于思维，思维是用

概念的材料，而概念是抽象的，但是当代心

理学和教育学研究表明，视觉图像可以包容

极其深刻的内涵，甚至是一般思维所达不到

的深度。在这里，艺术家在经营形式时就有

很多视觉思维的探索。我印象很深的是展厅

里的一件册页，里面有不少经典作品，主题

是向大师致敬。册页上的黑白、水墨的勾勒

非常传神，某种意义上为我们重温艺术大师

的原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这是非常成功

的转换，这的背后是长期以来的视觉思维的

积淀。原作是彩色构图，这里却是黑白的构

图，转换的难度可想而知。当然，艺术家

视觉思维的成果最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的

大作品上，这类大作品我以前也看到过相

类似的，但是他画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单

纯、越来越简约。这种做法放到国画的领

域来衡量，也许更能见出其实验性的非凡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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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上发的一些文章，我们一家三口都喜

欢读，而且都是粉丝。我是学中文出身的，

年轻时也写诗和小说，当时还被称为中文系

的才子。但是我读了徐院长的文章后，总有

种自叹弗如的感觉。

徐勇民文学素养很高，在华中科技大学

读的文学硕士。他的一些绘画作品的题名多

出自唐诗宋词。这次展览的大幅作品中均可

见《楚辞》中的一些句子。

徐勇民的散文或札记视域十分宽广，

想象丰富，转换快、画面感强，调性把握得

非常好。这些特点应该与作画有关，所以不

画画的人的文章是很难具备这种特点的。例

如：“融融曜日，天地无尽”致2016届毕

业生致辞的最后一段：“早春，一只小鸟飞

到了我2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里面，精神

抖擞，盯着我看，羽毛的周边有一种我从未

见过的绚烂，我侧身将并未合掩的窗户推得

更开一些，小鸟欢跃着冲出。窗外，树丛远

处，水天一色，怅寥廓，融融曜日，青草离

离，天地无尽。”

这段文字寓意很深，文字很美，画面感

也很强。小鸟飞出窗外象征着毕业生即将离

开校园，踏上社会。在兼有离别时的伤感和

惆怅的同时，又浸润着一位校长对毕业学子

天地无尽的祝福。 

三、关于徐勇民的绘画创作。中国古代

画论强调要品画先品人，强调人品与画品的

内在统一。南北朝谢赫《古画品录》中，在

评画的同时往往要介绍作者的生平、风骨、

气韵等——以人知画，以画见人。

王端廷：最近一些年，以鲁虹为代表的

策展人做了很多手稿展，这次的徐勇民图文

作品展与手稿展有点类似，但是又有不同，

这是一种新的展览模式。这里展出了很多

草图，但是这些草图与创作没有直接联系，

所以不能算手稿。在我看来，这个展览的题

目应该叫作“一个美术学院院长的艺术生

活”，或者叫“一个美术学院院长的工作和

创作”。徐勇民当了14年院长，这个展览是

对他14年湖北美术学院院长生涯的总结，是

对他个人的一个历史阶段的告别。

今年上半年举办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

项目评审会，徐勇民是五个评委之一，最后

上交的评审意见表只有徐勇民是毛笔字书写

的。我今天看到展览才知道用毛笔书写是徐

勇民的习惯，也是他的一个爱好。这个展览

是对他14年美术学院院长生活的再现，这

让我想起杜尚说过的话：“我最好的作品就

是我的生活”，“我热爱呼吸胜过一切”，

“如果你愿意看，我的艺术就可以是活着

的：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个作品。”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展览是一个观念艺术

展览，呈现的不是艺术家的传统意义上的作

品，而是他整个的生活。展品中有他的作

品、日常生活中的图像记录。那些草图是他

的图像日记，这种图像日记包括他身边的

所见事物，还有国际新闻时事，比如说叙

利亚难民等。他通过图像来感知世界并记

录世界。

        

孙振华：我刚才看了徐勇民老师的画

展，我的体会归纳成三句话：

第一句话，他在等待一个重要时刻的

到来,这主要是根据他的小稿式速写有感而

发的。他的作品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重要的在于这个过程，他一直在积累、在准

备。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只能抓住碎片式的

时间，不可能静下心来潜心作画，这不能真

正代表徐勇民。现在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时

机，这个展览可以看作告别一个时代、开启

一个时代，告别过去忙于行政事务的生活，

开启了一个新的艺术生活时代。

第二句话，他在回避套路，抵抗流行。

徐勇民的作品并不是很视觉化，现在被称为

视觉文化的时代或者图像时代，这是在流行

意义上说的。徐勇民所呈现出来的东西不

是流行的、时尚的、大众的，而是非常小众

的、个人化的、很内心化的、很简约的东

西，这样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图像化方式广泛

运用于生活中。这是一种反视觉、反时尚的

东西，他不讲究形式上要多么好看。当代艺

术有一些套路，当代水墨也有，但他就是在

等待和回避，不想追逐时尚。他想要什么，

现在可能还没想好，但是他一直知道自己不

想要什么。

第三句话，他骨子里是文人，他的问题

和机遇是一个文人在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

徐勇民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他内心敏感、具

有文人情怀，自由浪漫的心性在画中有充分

表现。他身上很明显的一些东西正是属于文

人的，表面上看他很儒雅，内心却有一种坚

定和原则性。正是因为他的文人底色，令他

今天面对这些困惑不能马上做出回应，好在

他现在已经从烦琐的行政工作中退出来，迎

来了一个新的起点，预祝他的创作未来越来

越好。

    

陈坚：这次展览的展陈用非常当代的

空间语言，既有传统，又有当代。这种展陈

方式又给我增加了新的想法，学到了很多东

西。很多批评家、理论家谈徐勇民，今天看

了展览我才理解他每天都在干什么。《金刚

经》有7000多字，徐勇民抄了十几遍。白天

受到工作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压力，晚上静下

心写这些东西，洗涤自己的心灵，修复自己

的内心，第二天再去面对。这一面对就是十

几年。我每次看到就感叹真不容易，内心如

此强大，确实让我很敬佩。

        

刘进安：我谈两点感受。我印象最深

的是布展方式。这几年受西方当代艺术展

览方式的影响，中国的展览也有了很大的改

变。这次徐勇民老师的展览，是以手稿、文

字、绘画作品构成的小型的画展，如何在

空间上、背景墙、作品的处理方式上展示

得更为合理、出彩，能够看出他做了大量

的工作。这样的布展既尊重作品，又尊重

观众，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个展

览，说明空间、场域、灯光都应该成为作

品的一个部分。

另外，徐勇民老师用绘画、文字和手

稿三个部分来构筑这个展览，在徐老师的心

里，实际上是把很严肃的绘画方式拉到了他

的身边，变成了徐老师生活的一部分，这个

部分的重要性在于真实和自然。“真实和自

然”，说起来简单，实际做起来并不容易，

真实能够袒露优点也会暴露缺点，他通过手

稿、文字，让我们看到徐老师当下的心境、

内心活动和目前的状况，这在当代画家中应

该是值得尊重的。

关于作品，我有三个感受：一部分基

础、一部分经验、一部分情绪，构成对徐

老师绘画的理解。在中国画的范畴，基本都

是用基础技法或者传统技法构成画面，个人

情绪很难介入其中。徐老师用手稿、文字的

方式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真实状态，非常难

得，展览令人印象深刻。

        

方少华：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徐勇民先生

的展览，前年他在广州美术学院也做过一次

展览，那次展览没有看到今天的大幅作品。

我跟徐勇民是同学，他是77级，我是

79级。那个时候学校还叫“湖北艺术学院美

术分部”，整个湖北美术学院就只有几十个

学生，共同的生活与学习经历让大家非常亲

近。1984年他获得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的

金奖。那个年代的学生都比较纯真，对艺术

都有执着的追求。徐勇民先生在中国画、油

画、壁画、速写和书法上都有较为全面的研

究，学生时代也总是谦和儒雅，信心坚定，

认真地做学问、认真地画画。今天看到他几

件大的水墨作品觉得很惊讶，尤其在中国水

墨领域，他的确有一个非常新的面貌，特别

厚重和生动，他的技法、学术，对材料的掌

握，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非常优秀的。

展览的效果非常好，呈现方式和展览的

面貌都很别致，颜色、处理和展陈都让人耳

目一新，尤其是大胆地使用比较艳的红色和

绿色，与黑白的手稿在一起特别有效果。    

左正尧：前年徐勇民先生的同类型展览

曾在我们馆展出，当时我认真地读了他出版

的文字和画册，他对文本的思考、对日常生

活中文稿的梳理、一直以来比较缜密的日常

记录的态度，是艺术家特别珍贵的。现实生

活中一部分艺术家不知不觉中会把自己最真

实的态度忽略或者遗忘，而徐勇民先生的手

稿状态，作为美术史书写时才是真实和靠谱

的。特别在今天浮躁的背景下达到度物象而

取其真，透过艺术家的日常文字和图像，是

解读一个艺术家最真实有力的佐证。

另外，他坚守的书写性，是传统中弥

足珍贵的。对于书写，对于毛笔、宣纸的

感受，他的文本转换是值得研究的。特别是

中国的书法，最初是书写在宣纸上，然后请

石工刻在石头上，经过岁月风化之后由另外

的人再去拓印。由阳到阴，再由阴到阳这个

过程中书法进行了转换，已从粮食转换成了

酒，这个高度是其他文化和艺术很难有的精

神层面的转换。   

再者是他展览中的阅读感。他留下的日

常手稿式的作品如何在展陈样式上具有阅读

感，为了更好地达到作品跟视觉角度一致，

有意识地将作品以视觉合适的角度呈现，

有一部分册页展示角度的转换，跟当时作画

的角度产生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从阅读与

描绘时产生的不一样的视觉体验，而这种差

异性的视觉体验也许正是徐勇民先生要传递

的真实感受。另外，他在写《金刚经》时，

一面展示的是他日常状态下躁动的涂改的文

字，而另外一面，抄写的《金刚经》是极其

安静的，与躁动涂改所产生的对比，是生活

中真性情的真实态度。他找到一个支点，去

寻找内心的安定。这是一个综合性展示，这

种阅读感和展示效果从平面的装置影像，从

多个方面诠释了作品的空间视觉关系和日常

真实的人生态度。

    

冯斌：今天的展览有一个作品是装置，

在第二个展厅里面，立起来放了他很多书法

的作品，一面是4000多字的《金刚经》，

另一面是他平时手书的文稿，又背对背地放

在一起，是一件强烈对比关系的装置作品。

刚才也有谈到这个问题，不管他寻求平衡也

罢，或者他找到安宁也罢，其实徐勇民真的

有佛性。他经常写《心经》《华严经》，他

真正的佛性就是不固执，不执念。在国画中

很容易画地为牢的认知里面，这句话说起来

容易，其实对实践者来说很难，包括像徐勇

民老师这种很早就成功了，而且在全国美展

获得大奖的人。看着当代那么热闹，谁不愿

意去变，但是怎么变，很难。所以徐勇民

老师最大的佛性就是不执念，因为他不执

念，才有开放性的精神，才产生现在这样

的结果。

另外我还想谈的一点就是在教学上，虽

然他当院长很忙，但是在教学上从来没有放

弃，每次到院校选学生，他都会推荐很多学

生。他是画工笔画的，属于国画范畴，教出

来的学生很多样，体现了他教学上开放性的

心态。这在国画教学领域中是很难的，特别

是自己还身负行政职务。所以说徐勇民老师

不执念的佛性一个体现在他的创作上，另一

个体现在他的教学上。

    

化建国：很荣幸今天来参加研讨会和开

幕式。进展厅之前，我预想这次展览可能是

《月牙儿》这样的作品的延续，但当我进到

展厅大吃一惊，作品给了我新的感知。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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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从他的作品中区分出书法、手稿、绘画

等，作为一个美术馆人，进到了一个美术馆

的展厅里，首先就会把所有的陈设都归到作

品之中。所以，布展方式和他的手稿、书法

等，每一件都是他的作品。展厅里呈现的稿

件，有很多是打印出来又重新修改的文章。

虽然我匆匆忙忙地走完，但每件作品都给我

留下很深的印象，它们是不一样的。他把这

些年当院长的经历以今天这种方式呈现出

来，不是单纯的手稿和书法，是他当14年

院长的经历用心表达出的艺术作品，确实令

我非常感动。我作为一个美术馆的馆长也肩

负了很多的行政工作任务，其实也有压力，

但是比起湖北美术学院院长这种压力来说小

太多。他在做工作的时候，把他的工作经历

做成了自己的艺术，用艺术的心态处理了工

作，这一点值得我学习。

    

梁克刚：之前我没有机会看到徐勇民老

师这么多小作品，大件的作品倒是看到过很

多。这次的小作品特别震撼，因为突然看到

这么大的量，而且这么丰富的状态，特别是

湖北美术馆这种展陈的效果达到了极致，

把这些小作品特别强化地衬托出来，我很

震惊。

如果说徐勇民老师目前没有某种成型的

结果，我想是不是他根本不想要这个结果，

或者对他个人来讲更看重这个过程，就像是

修行、做日课一样的状态是他真实想要的。

他就是古典文人加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混合

体，他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关注和担当，但是

他又特别内敛，非常具有中国式知识分子的

气质，非常的平和。看他这些小稿，能感受

到他内心其实是很自由的，好像不喜欢被规

定在一个确定的范围里，在这种所谓的界限

两边不断穿梭，穿梭在东方的绘画方式和西

方的绘画方式之间，抽象和具象之间，结果

和过程之间，书写性和描绘性之间。我认为

这恰恰是徐勇民老师特别厉害、特别强大的

一个地方。“我是一个水墨画家或者是一个

抽象画家”，甚至在他的现实身份当中，也

有这种模糊——古典文人和现代知识分子。

这种现实身份的模糊处理很有难度，需要很

高超的能力来调和这些冲突、反差、矛盾，

而且需要很大的涵养来消化带来的问题，由

此我想到了一个词——“中庸”。中庸不是

贬义词，是儒家知识分子特别崇尚和追求的

一种高级状态，我在看他作品时会有这样的

体会。这种体会恰恰是他个人面对艺术的方

式。这种方式跟比较激进的艺术家或者比较

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艺术家拉开了特别大

的距离，他不那么在乎结果，不那么在乎必

须有阶段性的巨大成果或者学术界非常鲜明

的认可。

展览中那些小的一层一层叠加的书法

作品给我冲击比较大。大件作品仍然可以看

出他还有所求，但那些作品那些字都是具体

的、有意义的，却被一层一层地盖掉，把之

前书写的意义消解掉了，叠加之后变成一种

抽象的很具体的视觉呈现的结果。包括他抄

经，还有那些小的速写，这种速写也没有说

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目的或者结果，但是他可

能把东西方的绘画方式、抽象的、具象的东

西全部揉在一起，在揉的过程当中反而消解

了结果，在自己的范围之内用自己的方法去

求得一种自由，这非常了不起。

    

李晓峰：除了刚才说的对展览现场的惊

艳，这次展览的副标题“图文作品”这个词

也很用心良苦。“图文”确实经过了如此让

人意外的设计手段，让大家惊艳。这个设计

手段很好地把文人传统当代化了，这也是这

次展览陈设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今天不管是借“图文”这个词，还是用

设计这样的手段，使湖北美术馆的现场变得

如此当代，并且也使艺术家徐勇民的作品变

得如此当代。展览的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

长达14年的院长生涯，他的时间是不多的，

公务繁忙，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的艺

术或者艺术家的创作状态得以存活。另一方

面，这种手稿囤积既满足我们的窥视，又恰

恰因祸得福地流露出了艺术家更加本人更加

个性、更加私密的部分。通过强大的设计手

段完成了更加观念化的导入，恰恰聚焦的

是貌似传统文人的书写的手稿也好、札记

也好，还是草图也好，展示出的生动的艺

术个性。

    

王伟毅：2017年的三四月，天津美术

学院美术馆给徐勇民院长做过一个规模比今

天还要大一些的展览，当初没有选择大幅作

品，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尽可能选择一些

低调、更随意的作品。展览的设计方面，去

年用了很大的心思，更多的展品要观众俯视

去看。徐勇民有一些文人气息，中国古代作

品本身就是在案头去看的，我们把它还原到

案头，但是不担心会有陈旧感，因为他不是

具有陈旧意识的人。冀少峰馆长选择大的作

品有他的考量。另外还有徐勇民老师的装置

作品。

草图也好、写生也好，我们姑且称之为

草图，这样的草图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艺术

作品，而且这种吉光片羽的作品更加真实地

记录艺术家的内心世界，艺术作品最有价值

之处就在于此。现在拍卖会上拍价很高的古

代名帖，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内容就是一个

短信信息的交流，它的艺术价值可能胜过很

多鸿篇巨制。今天看徐勇民的作品意义也在

于此。段君老师说不太理解这些大画，我也

有这个感觉，这是我们去年没有选择大画的

原因。当然徐老师的大画绝非手稿的放大。

但是今天看到这些大的作品与他的小幅作品

相比不太成功，往后再来看，它只是一个发

展的过程，我们还有所期待。

    

胡斌：我从叙事性的角度来谈一下对于

徐勇民先生作品的感受。这次虽然是近几年

的新作，仍然可以从历史的脉络来做梳理。

从他早期的《月牙儿》《看不见的收藏》，

到现在的叙事性有怎么样的经历？我概括成

被建构的叙事和被碎片化解构的叙事、从方

向的叙事到图线的叙事等。正是当下生活，

包括他的工作的情景的改变，因为出现了生

活的碎片化和视觉的碎片化、信息的碎片化

这样的时代，他的这一系列小型的手稿性的

作品是对这些信息直接的反映。这种琳琅满

目杂交着各种图像的视觉写作，让我们想到

福柯有一个概念——历史零度空间写作。回

到一个断裂的离散的历史零度空间，传统的

叙事是录音机的一个频道，现在就是很多个

频道，在很多个频道之间来回就变成了一片

杂音，这个杂音是最真切的反映，当然也预

示着下一场大风暴的前史。

    

韩晶：前面很多学者分别从批评家、策

展人、美术馆馆长、徐老师的友人、同行各

个方面为我们介绍和评价了徐勇民先生的作

品。在各位的定义当中，徐勇民先生和它的

艺术形象慢慢浮现在眼前，我也在想我坐在

这里的身份是什么？作为一个学院的媒体，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如实地反映各位对徐勇民

先生的观念和见解。谢谢各位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最初的印象，就是什么是徐勇民和他今

天的艺术。

    

徐亮：我也是今天第一次看到徐勇民先

生的作品，确实很低调。今天在机场接机的

时候让我很感动，他的学生完全用手写的碑

帖来接我们，而且写的字非常好，我立马收

藏了。我体会到徐勇民先生多年在教学方面

的努力和敬业精神。回到展览，非常赞同殷

双喜和孙振华先生的观点，其实就是他这个

阶段工作状态系列的呈现。

    

严虹：站在读者的角度来看徐勇民老

师的作品，他的文章经常被我们在朋友圈转

发。他是一个文人型的艺术家，他的文、作

品、字是一脉相承的，他的文字有四精：精

炼、精短、精准、精美。有老师说他是学文

学的，我知道他也是学中国画的，他的作品

有一种旧式的文人气息，文人画的一面让我

特别地欣赏。刚才看展览的时候，发现他是

一个笔记本型的艺术家，笔记本上画的小稿

都是利用工作的间隙来画的，这种精神让我

特别欣赏。除了这些小画，特别吸引我的是

那种大山大水。为什么冀少峰馆长在布展时

要用大红大绿？目的就是让徐老师的作品在

其中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大山大水大雅跟

大红大绿大俗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个展览非

常好，我以前只是在网络链接上看到他的作

品，那种视觉并没有给我太强烈的冲击力。

我非常喜欢他的文字，从写作者的角度，他

是一个散文式的艺术家。看了他的布展和作

品之后，他的人、作品和图像一脉相承的文

人气息非常吸引我。

    

谢慕：这个展览的标题从我的角度来

理解，有两个方面：一是，艺术家能够用自

己的名字来作为展览的标题，非常的自信，

能够让自己的名字成为铿锵有力的品牌。二

是，这是一个去身份化的展览。他今天来做

“徐勇民”这个展览，不是以院长、主席的

身份，甚至不是你的敌人，也不是你的朋

友，他是以独立艺术家的身份展现出来的。

这种独立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是每个人理

解的知识分子的独立，独立地创作。希望以

后更多地看到他以艺术家徐勇民的身份出现

在我们的视野中。    

严长元：展览无论是展陈的方式、展

出的作品和背后所反映的内容，让我想到两

个字——修养。展览名称前面的定语可以有

很多，比如徐勇民老师的各种身份：一个院

长的自我修养，一个艺术家的自我修养，甚

至让我想到一个人的自我修养。这两个字是

我们从小就在了解和认知的，但是我们经常

忘了修养是什么。在徐勇民老师的为人、为

艺方面，包括他的人文修养、道德修养、艺

术修养、知识修养，特别值得我们去深入地

研究现在当代的艺术家要做什么、应该做什

么。这次的两个衍生品都做得特别好，小册

子上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名字，有一种感动和

温情在里面，这也是艺术修养的体现。徐勇

民老师的艺术更值得我们去期待。

    

郭延容：我之前没有见过徐勇民老师，

甚至对他的作品也不了解。刚才我在展厅里

迅速走了一圈，我对徐勇民的作品的印象只

有一句话：他就是当代水墨的一个缩影，

左冲右突，刚开始没有自己的方向，但是随

着时间的流逝，会慢慢形成自己需要走的方

向。徐勇民老师其实跟当代水墨发展的节奏

是同步的。

    

李琼波：我想说的就是：真切、自信、

有触感。    

孟尧：我主要从展陈的观感体验来谈，

这是一个既呈现艺术家的长处，又保留了一

些日常问题的展览策展方式。这是一次将日

常媒介作为一种形式化的展陈方式，这种展

览方式并没有让艺术家完全被以往司空见惯

的方式看到，它其实在这种红绿相间的色调

里面呈现了一种他自己的视觉和观念逻辑。

这种逻辑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的小作品之

间的关联性和大作品的张力之间有矛盾，这

种矛盾，其实是小作品和大作品之间没有形

成真正的成熟的联通。小作品更多的是一种

日常耐力的展现，而大作品把这种耐力转化

为一种更有说服力的爆发力。    

江凌：在我之前做的采访中，徐院长都

是以院长身份、行政身份出现，比较少作为

艺术家的身份。希望在这次展览上见到一个

佛性的艺术家徐勇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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