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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如何顺利实现现代转型，是百余年来无数艺术家、理论家们不断争论的重要课题。中国传统
绘画中不可缺少的“笔”与“墨”，在人们的意识中长久地与传统绘画美学价值体系相捆绑，几乎被
视同于守旧、虚空的代名词。然而，无论话语如何建构，以作品自身价值来支撑才是艺术得以不断发
展的动力。先后于第五届艺术与设计创新未来教育博览会和大华银行艺术画廊呈现的2024“大华银
行年度水墨艺术大奖”入围作品展，即以众多年轻艺术家的创新性作品，展现出当下身处于跨文化
语境的新锐一代如何以对当代生活、自然的感受经验为基础，在上追文化内涵的同时，实现媒介与
图式的改造和新的建构。

“今年是大华银行中国的40周年。作为亚洲艺术的坚守者，我们始终坚持为更多人才点亮艺术之
路，推动本地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这也是我们多年来与社区并肩同行、助力文化繁荣的坚定承诺之
一。我很高兴看到本届大奖经过升级后，发掘并认可了更多出色、有潜力和创意的青年艺术家。衷
心祝贺所有入围和获奖选手们，希望他们多元化的作品可以激励更多年轻一代在传统与现代的交
汇处探索水墨的新境界。”大华银行集团传播与品牌策略管理部主管兼大中华区行政总裁叶杨诗
明女士表示。

在2024“大华银行年度水墨艺术大奖”的揭晓结果中可以看到，艺术家仍在践行水墨重构理想的路
途中前进，他们所奉献的果实犹如一种结晶传递着为有效的动力去推动水墨艺术的发展。在校园组
中，储嘉与夏铠熙脱颖而出，双双荣获“年度最具潜力艺术人才”奖。在新锐艺术家组中，青年艺术
家刘毅以其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荣膺“年度新锐艺术家”奖。

时代变迁下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 

艺术家们在选取创作题材和媒介材质的过程中反映着自身对时代坐标的定位与理解。在内陆为主体
叙事的历史中，滨海地域对社会发展和文化演进所起到的作用事实上从未缺席，却常因主流叙事对
其缺乏关注而逐步边缘化。《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曾记载天宝三载（744年）初，鉴真首次东行遭遇
灾难时曾获得“白水郎”相救，而“白水郎”通常被解释为在海域活动的人。这一群体存在的历史悠
久，却从未被纳入国家版籍，直至宋代才被称为蜑（疍）户，称为官方认可的水工，从事驾船海运。
他们在历史上长期生存在社会边缘，漂泊既是生活所迫的选择，也是内心世界的写照。

刘毅凭借影像作品《白水郎》获得了“年度新锐艺术家”奖，这是本届大赛及展览新开辟的单元，不
仅致力于彰显水墨艺术的当代价值，也指向了这一艺术形式的未来发展方向。艺术家正是将传统水
墨技法与当代艺术观念巧妙融合，获奖作品是对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疍民群体与当代漂泊者的凝视，
观照了现代都市漂泊异乡的边缘群体“白水郎孤独地浮流在海上的一个移动空间，在虚构与真实生
活中，在逐渐迷失的边缘中，不断试图寻找自我”；也呼吁关注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与社会
融入挑战。这种对历史、族群身份的关切，体现出一种时代变迁下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

刘峻良的《天气没有预报 签名毫无棱角》则更立足于现实生活，艺术家用十二个阳台构建出自己在
老式居民楼中生活的场景，有平静日常也有天真想象。艺术家凭借这一作品获得校园组铜奖，他想
通过水墨媒介去还原那段珍贵的回忆。画中的点景人物原型是刘峻良的少童时期，但却并未留下清
晰的五官，他想表达的这些人物并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不同地方生活在老居民楼里的有着这段
回忆的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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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绘画向现代绘画的转变，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视觉的不可见状态向可见状态
转变。获得校园组银奖的陈威，以《龙雷》通过瀑布的流动感和落差形成水流速度
之急来展现水的磅礴大气之势，无声胜有声，使画面呈现较强的视觉冲击力，他试图
借助细腻纯粹的笔墨语言将最为极简的景致呈现出来。正如野兽派画家马蒂斯认为
的那样：“我们对绘画有更高的要求。它服务于表现艺术家内心的幻想。”

连接华人文化认同的水墨叙事

继2023年成功举办“大华银行年度校园水墨艺术大奖”后，大华银行中国在今年继
续携手专业评审团：美术馆管理者、策展人、艺术家、教授、博士导师张子康；教师、
艺术家、出版人、批评家陈侗；艺术家邱岸雄；出版人、批评家、策展人吴蔚以及香
格纳画廊创始人劳伦斯·何浦林先生，为大奖提供了建议与指导。而海内外多个国家
与地区学生们的积极投稿，经过为期五个多月的作品征集、公众投票及专业评审后，
才形成2024“大华银行年度水墨艺术大奖”入围作品展可见的盛况。

全新面貌的作品诞生不仅标示着艺术家个人创造力所能达到的高度，也暗喻了时代
的精神质量与审美取向。正如吴蔚在展览前言中提到的：“水墨艺术以其独特的视觉
语汇和深邃的文化底蕴，在全球艺术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今，全球化语境下的文
化交流，现代科技引爆的媒介革新，以及当代艺术思潮的多元化发展，促使我们重新
审视水墨艺术的本质与定位。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艺术形式，正在瞬息万变的当代
社会中寻求传承与超越、守正与创新的路径。新生代艺术家以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
和别具一格的艺术语言，为水墨艺术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连接全球华人文化认同
的水墨叙事，以艺术的方式从外部世界向心灵和精神空间拓展。“当代”则如同一个
特定空间内的总和，在历史、文化的传承，时间的积累、演化、蜕变下，正在发生中的
水墨创作仍将于墨韵中焕发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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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视角下的“自我”追求

石涛曾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论述：“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
能蒙养之灵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无笔也。山川万物之见体，有反有
正，有偏有侧，有聚有散，有近有远……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万物以
荐灵于人，因人操此蒙养声生活之权，苟非其然，焉能使笔墨之下有胎
有骨，有开有合，有体有用……尽其灵而足其神。”显然，古人在对笔墨
的探讨中，也透射着“意象”和“人格”的关系，放置于当代的语境中，
笔墨的文化记忆与属性更趋于艺术家们对“自我”的追求。

获得年度最具潜力奖艺术人才的储嘉，以通过三面屏的形式呈现《旃
檀海·无上清凉》，她以实地写生为蓝本，呈现了杭州灵隐寺对面的飞来
峰石窟造像群的壮丽景观。“旃檀香”传说能“火内得清凉”，出自《华
严经》的“无上清凉”一词因弘一法师的书法而闻名。储嘉采用绢本设
色的材料、宋画“三远法”的构图技法，通过画面中飞来峰周围的奇石
怪树，与各个朝代的仕女在山水之间的交游，传递出一种幽远宁静的意
境，展示了她对传统文化与自然景观的深入理解与再现。这种来自女性
艺术家的自我表达，在陆依婷的《万象》和冯博涵的《孤岛》中也呈现
出不同的面向，花朵、翅膀作为美好意象的符号投射出艺术家承载视
觉方式的基点。

滋养创作的多重来源

多元化的创作形态在这次展览中充分展现，艺术家所获得的艺术史滋
养早已不分东西方。同样获得年度最具潜力奖艺术人才的夏铠熙，用
综合媒介作品《呓语》将传统与现代材料进行了大胆的结合。他以范宽
的两张名画为主题，使用水泥作为主要表现媒介，并通过凿刻的手法重
现古画的意境。两者之间的强烈对比与碰撞，使其内在精神穿越时空，
在当代语境中产生了独特的表现力与张力，也表达了他对当代社会的思
考及人生感悟。

黄柯涵的《游鱼唼唼醉颖堂》获得了校园组金奖，他的画面融汇了像
野兽派一般夸张变形的虎皮松树；有浮游在园林建筑间的《兰亭序》和
《寒食帖》；也有像草间弥生点点点风格一样的圆形荷叶群等。复杂图
像叠加到同一画面时，由国画水墨、苏州园林及艺术家本人一同演奏。从
刘海粟、林风眠到关良、常玉，一代代艺术家致力于探索西化的语言如
何转化为本土化语言，而对今天的艺术家而言，那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包
袱已不复存在，在主观的直觉感知，强烈、真实的情感表达中方能寻找到
属于自己的独立风格。

墨韵新境―― 2024“大华银行年度水墨艺术大奖”入围作品展展览现场，校园组“年度最具潜力艺术人才”获奖作品。左：夏铠熙，《呓语》，混凝土、钢铁、木材，2022年。右：储嘉，《旃檀海·无上清凉》，绢本设色，2024年 墨韵新境―― 2024“大华银行年度水墨艺术大奖”入围作品展展览现场

  墨韵新境―― 2024“大华银行年度水墨艺术大奖”入围作品展展览现场
（上）2024“大华银行年度水墨艺术大奖”――金奖，黄柯涵，《游鱼唼唼醉颖堂》，绢本、水墨重彩、石膏、银箔、铜箔、丙烯，2023年
（下）2024“大华银行年度水墨艺术大奖”――“年度新锐艺术家”奖，刘毅，《白水郎》，宣纸上水墨、手绘动画原稿、墨汁、
  手工禅衣宣纸、灯箱装置，2017年

  “水墨艺术以其独特的视觉语汇和深邃的文化
底蕴，在全球艺术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今，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交流，现代科技引爆的
媒介革新，以及当代艺术思潮的多元化发展，
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水墨艺术的本质与定位。”

展览：
墨韵新境
2024“大华银行年度水墨艺术大奖”入围作品展

场馆：
大华银行艺术空间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116号128号1层

展期：
展至2025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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