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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墨语言在新的语境下不断变化，是中国画

的身份象征也是个人风格的体现。李慧在不断探索水墨

语言的过程中，融入更丰富的含义和个人经验。对于传

统与当代，具象造型与抽象语言，她有着自己的态度和

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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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nguage of ink experiences continuous changes within new 

context, which is the identity symb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and reflection 

ofpersonal style as well. During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ink language, Li Hui has 

interested rich connotation with personal experience. She has her own way to deal 

with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concrete modelling and abstract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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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你最近更多关注什么？

李慧（以下简称“李”）：我平时对身

边的微观事物比较关注。已逝去的事物带着

自身的历史，总能唤起我的怀旧情绪，比如

近两年创作的“老墙”系列。另外，我一直

关注比较弱势的群体，比如老人和小孩，内

心有种莫名的感情，情不自禁会对他们有一

种怜惜。再有就是留守群体，也是个非常现

实的问题。

当：谈谈你对自身创作的直观感受吧。

李：我觉得主要是一种心灵的感受，很

多作品都是有感而发，自然会气盛言宜。我

的作品大概都是在这样状态下创作出来的。

当：你的创作着重水墨形式语言并对此

科时一直在进行水墨的尝试，从语言上来说

更泼辣一些，特别想要那种画面上的水墨效

果。研究生时接触的东西更多，反而没了本

科时的直观感受，变得更加理性，思考得更

多，作品不再那么简单直白，更柔和一些。

现在看来，每个阶段都有好的，也有值得进

步的地方。在研究生时，我想进行全新的尝

试，就把以前的东西通通抛掉。那段时间特

别迷茫，第一年基本没有拿出新的作品——

因为没有继续之前的绘画语言，我不知道该

怎么画了。直到创作了《痕》《迹》，才慢

慢找到了感觉，觉得自己的语言不应该完全

抛掉，笔墨反而变成了一个重点，是自己的

一种风格、一种身份。一味地追求创新而与

之前的创作完全割裂是不可取的，求新应该

在自身的创作脉络中去不断延展。

当：老墙的元素在《留守》和《痕》

《迹》都有出现，老墙从背景变为主体，从

具体的形到用更丰富的抽象语言去表达，创

作时你是如何考虑的呢？

李：在我本科时期创作《守望》的时

候，用到了老墙元素，是觉得它和留守的老

人小孩一样，容易被人忽视甚至遗忘。随着

时间的推移，老墙变得陈旧、破败，我们可

以把它当作一个符号。而用老墙作背景更能

渲染出悲凉忧伤的氛围。在后来的创作中我

把它放大，这跟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有关。伴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里到处可以看到新

的楼盘，老房子被拆除或者变得荒凉，它们

不只是一面墙、一座房子那么简单，更多的

是承载着一代人的情感和记忆，以及一个时

代的信息。这当中会有种缺失的感觉。这让

我很触动，是我对城市化的回应。

当：相比之前的作品，《痕》和《迹》

更侧重于抽象语言，这是你下一步的创作方

向吗？

李：是的。在接下来的创作中，我会更

侧重于这种抽象语言的表达。抽象语言能带

来更多想象的可能性，把思想情感融入水墨

语言中，在我现有的艺术语言基础之上进行

整合，让它更成熟丰富。但是，“老墙”系

列还会继续进行。

不断探索，在这之中你有什么感悟？

李：中国画学习中我们常被教导“笔

墨当随时代”，我们无法拥有古人的气质，

画出他们那种作品，我的水墨语言表达的是

我的情绪和当时的状态。水本身就有一种

灵性，当它与墨相遇，水墨交融，通过宣

纸、绢本或者布面，在画面中流淌，可能

会出现意料之外的效果。偶然性，这也是

水墨的特质。

当：你的作品中多是具象形象，你是如

何融合具象造型和抽象水墨语言的呢？

李：我觉得二者不冲突，重要的是二者

合适地表达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水墨的特

质是不确定性，水多一点或少一点都会体现

出不同的效果，很多时候没有预想到的偶然

效果反而很好。我前期的作品中多出现具象

形象，具有一定的写实性，刚好与水墨的偶

然性所产生的“虚”形成对比。具象形象在

抽象的水墨中若隐若现，有一种朦胧的美。

绘画不一定非要面面俱到，我会根据想表达

的东西来采取合适的表现方式。

当：你以传统中国画工具创作，你是怎

么看待这种媒介的？有没有想过与其他媒介

融合？比如说使用装置形式。

李：我从小就对笔墨纸砚印象深刻。

从开始接触中国画时，我就很喜欢，很感兴

趣，慢慢地变得很有感情，使用起来也比较

得心应手。中国画系的老师们会鼓励我们不

要简单把绘画局限在传统中国画工具中，可

以大胆地尝试新的媒介。本科时我就在这样

的状态下，使用了布面与笔墨和中国画颜料

结合创作了《憩》《你在看我吗？》。这种

方式呈现出新的质感，同时画面又保留了中

国画的味道。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断探索和试

错，对我来说，自身的水墨语言是无法抛弃

的一部分。我完全接受新的媒介，不同媒介

之间有互通之处，没有必要固定在一个模式

里，之后我也会不断尝试。就目前来说，自

己对于更大颠覆的状态还没达到，绘画应随

着自己的感受来进行。我应该会继续架上

创作，探索水墨语言。

当：你说的探索是怎么样的过程？求新

作为一种很主流的创作观点，你在探索时是

怎么看待的？ 

李：我肯定会去寻求突破和不同。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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