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家档案

解读

谈艺录

我们在水印木刻方面不断地

做些探讨!尝试"已有二十多年了#

目的是企望能为中国版画的民族

风格寻求一条自己的路子"还要长

期地坚持下去" 还要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

早在
!"

年代"我们就开始尝试

水印技法" 总是达不到理想的境

界$ 先是学习研究苏州桃花坞木

板年画"后来又学习明代南京十竹

斋的饾版套印的方法"经过数年的

努力和探讨" 才逐渐有了点眉目"

但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我们就吸

收中国画的钩勒和没骨法"比较容

易掌握而又有中国风味$可是人物

画和山水风景等却又不够运用了$

我们便向分布在铜山%东海!邳县!

睢宁!沛县等处!徐州一带的汉代

画像石学习"吸收汉画像石刻的拓

印效果"不仅丰富了水印木刻的艺

术语言"而且增强了民族特色$

当然"任何艺术语言的产生和

发展" 总离不开它所处的环境!主

观和客观的条件"历史的和社会化

的影响$ 之所以形成江苏水印木

刻"除了自身的历史条件"如前面

已经提到的明末十竹斋!始于明盛

于清雍正!乾隆年间的苏州桃花坞

木版年画和江南灶马" 以及清道

光!光绪年间的南京金陵刻经处的

佛教版画艺术等的历史和条件之

外& 江苏在美术史上有明四家%清

六家%吴门画派%扬州八怪%虞山画

派%娄东画派%京口画派以及金陵

八家等等&在当代有不少书画家与

版画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对我们

的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同时"还有一个也是重要的地理条

件"即地方特点$ 那就是锦绣江南

鱼米乡"江苏的自然风貌和她的人

民的生活情趣"湖光山色"烟雨江

南"充满着诗情画意&就连江南的

空气中所包含的水分"也较其他地

方要充足一些" 非常适宜于水印$

因而"有可能更加突出水印木刻自

身的艺术特点$

我们在较长时期的艺术实践

中"形成了江苏水印木刻的三大特

点'刀味%木味和韵味$现代木刻的

最大特点是刀味%木味以及它的黑

白的强烈对比"这是其他绘画艺术

所无法达到的艺术效果$而我们现

在又是用宣纸或其他吸水性强的

吸水纸或过滤纸水印的"另又产生

了干湿%浓淡%虚实等特有的趣味"

具有既清新滋润而又劲健苍厚的

独特的美感"形成新的意境"我们

称它为(韵味)# 这种水印的韵味"

要做到干而不枯"湿而不漫"浓淡

相宜&既满纸淋漓"而又刀%木趣味

横生# 这是水印木刻所特有"别的

版画又无法达到的境界"也是其他

画种包括中国画在内都是不能替

代的一种别开生面的气韵生动的

(韵味)# 是新的创造"是水印木刻

的三大特点之一# 我们采用 (刀%

木%韵)三个字来概括水印木刻的

艺术特点"使人一目了然"突出了

主要特点"容易产生兴味"尤其是

对韵味"在创作过程中"大家越搞

兴趣越浓"变化多端"乐趣无穷#

水印木刻的技巧是多方面的"

但其中有三点是极为重要的 "即

(湿)%(留)和(虚)"也可以说是要

领吧# (湿)%(留)和(虚)三个字领

会了"就容易把水印木刻的三大特

点抓住#(湿)"指宣纸要喷水打潮"

不论采用宣纸抑或其他吸水性强

的纸"都要自始至终保持充足的水

分"如中途发现纸张有点偏干的趋

势"就应立即喷水# 要求做到纸要

湿%版要干#一般同志在搞水印时"

不去注意掌握这个(湿)字
#

却把板

子弄得很潮" 纸张反而是干的"因

而水印的效果很不好# 所以"这个

(湿)字非常重要"(湿)了"就与日

本的浮世绘水印有显著不同&(湿)

了"才有滋润的特殊美感"才能出

现水墨淋漓之趣#

又一个(留)字"指在木板上留

下的部分" 刀法和木趣要在板上

(留)得住"墨和色要在版上(留)得

住# 所以"在刻制时不能把版上的

描写对象刻得太多%刻的太空# 因

为水印是版子上留着的部分印在

湿纸上的"要求做到(大块)%要求

(见刀)#版上(留)的多了"才有用武

之地# (留)了"才能运用刀法&才有

浓淡虚实之分&也才有色彩的变化#

这可用中国画的(远取其势"近取其

质)的原理"也就是远看有大的气势

*轮廓清楚"外形优美+"近看要(见

刀)"我是最喜爱用平口刀和方刀来

刻划人物和山石的$ 光是一把平口

刀"也是千变万化的"特别是在刻划

人物的脸部"运用平口刀来处理明

暗调子" 比其他刀法要舒服得多$

刻好后再用砂纸磨几下"然后采用

浓淡相间的方法水印出来"产生的

有如雕塑的效果"这是从汉画像石

中启发得来的$ 方法简单"只需两

块板套印" 既方便又能达到层次

多!表现力丰富的艺术效果$

再一个是(虚)字"指在印制时

要特别注意掌握的方法"是相对于

(留)字而说的$木版上(留)的东西

多了" 可以充分发挥水印的特点"

但在(留)处上墨上色时"要注意虚

实和浓淡$ 尤其是要讲究(虚)"不

能把(留)处全部都印在(湿)纸上"

(虚) 的愈多愈有意味"(景愈藏境

界愈大)$由于是水印"在构思构图

时便要考虑到大片空白的处理"白

中行舟即为水" 景物虚去便为云"

是(计白当黑)的妙用$ 所以"(虚)

了"才有空间&才能对比&景物才能

生动&才易于创造意境$

由于纸张(湿)了易于拓印"版

上(留)了有大片的地方供你用刀

供你上色"又掌握了(虚)的方法套

印"当你局部揭开宣纸"见到第一

遍的效果时" 会心情激动兴奋异

常$ 如还不够理想时"可以再多印

几次"直到满意为止&万一出现的

是模糊不清的形象时"因为你所描

写的对象是概括的! 有气势的"又

有大片(虚)了的尽管外轮廓部分

由于水分掌握不够好!而墨色(漫

开)或(化)得厉害"也不要紧"要坚

持继续印完"待最后将最黑的部分

印完毕了"会出现你预先所没有料

想到的好效果"在我们的经验里是

常有的事$

今后还要继续努力" 不断学

习"作新的探讨$ 努力获得新的艺

术语言" 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和风

格"创作出新的好作品来$

我们在这个方面还存在着不

少问题" 各个人的长处和优点!个

性和风格! 水印木刻的特点和规

律" 还有待于进一步去挖掘和发

挥"要为进一步创作出具有我们今

天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特点的!中华

民族的!地方特色的!明显个人风

格的水印木刻作品"而不懈地进行

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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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的我国著名版画艺术家吴俊发先

生" 在夫人的陪同下来到省文联办公

室$ 一进门"吴老就被墙上的一幅鲁迅

画像所吸引"他说这幅画是根据一张鲁

迅先生与版画家谈话时的照片创作的"

鲁迅先生对中国近代版画的兴起和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们的谈话便由此

开始$

武器的艺术

章剑华! 我们所了解的鲁迅是
("

世

纪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作家!是中

国现代小说"白话小说和近代文学的奠

基人之一! 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左

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之一# 然而!他为

中国近代版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却

鲜有人知$

吴俊发!上世纪
)"

年代"中国社会动

荡"民族矛盾加剧 "鲁迅先生希望艺术

界能够通过努力改变社会现状和人民

的精神状态$ 由于木刻方便宣传"于是

鲁迅先生托朋友关系" 用买来的宣纸!

账簿纸和印书纸等与外国版画艺术家

交换作品" 把德国表现主义画家蒙克!

康定斯基和阿勒惠支等的版画作品"以

及苏联现实主义版画介绍到中国"并在

上海举办了(木刻讲习班 )"中国 (新兴

木刻)就开始了$ 德国表现主义版画主

要反映的是
("

世纪初期社会运动和战争

笼罩下"德国民众的不安!恐惧和彷徨"

画家摆脱外在的客观表象"表现内在的

情感和直觉$ 苏联现实主义版画作品主

要表现的是战争英雄主义 " 以鼓舞士

气$ 传统中国版画实际上是复制版画"

多运用于书籍插图 ! 年画和信纸花纹

等$ 而中国(创作版画 )是从西方引进

的$ 继鲁迅先生倡导介绍之后"很多人

开始学习木刻" 当时主要用木刻宣传"

一些人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革命"并

创作木刻作品$

章剑华! 与其它艺术形式不同!版

画作为视觉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有着

鲜明的世界性!又有着较大的国际影响

力$ 德国表现主义版画作品更关注社会

现实和下层苦难大众的生活!苏联现实

主义版画作品更关注英雄主义!表现的

是向上的精神!这与上世纪
)"

年代中国

国内革命斗争及战争背景下百姓悲惨

的现实生活相契合!成了%武器的艺术&

和%大众的艺术&$ 中国近代版画从它诞

生之日起!就立足于为社会 "为人民来

创作$

吴俊发 !我从小就喜欢木刻 "因为

当时所有的宣传和学习资料 " 比如报

纸!书目等都是木刻$ 我正式学习木刻

是从
%*$)

年开始的" 后来还加入了中国

木刻协会$ 那时我参加(青年团)"一次

很偶然的机会"南昌师范一位美术老师

把我介绍给吕凤子先生$ 吕先生看了我

的版画很喜欢"于是留下我在丹阳正则

艺术专科学校跟他学习国画$

%*$+

年"我

认识了茅山工委" 经过他们的教育"我

担任,正报-副主编"利用(木刻)武器"

在报纸上宣传革命$ 解放后"我先是在

部队负责宣传工作"后来又到省委宣传

部"直至调到省美术馆工作$

开创性的突破

章剑华 !解放初期 !中国版画界已

经开始了民族化的艺术实践$ 而江苏版

画家们还在一味地模仿!不重视中国版

画民族形式的倾向$ 后来!江苏版画在

你们这一代老艺术家的努力下!才改变

了落后的面貌!甚至一度在全国版画界

占据了领先地位$ 背后必然承载着老一

辈版画艺术家的艰难突破和不断创新$

吴俊发!那时候搞木刻创作的人很

多$ 我们深知"几个人握成拳头"打出去

就有力$于是"我们团结了陆地!王案舟!

张树云!黄丕谟和张新予夫妇等画家"拉

起一支江苏的版画创作队伍" 一起研究

如何突破$后来我们发现外国油印很脏"

于是尝试用水印创作" 形成了江苏独有

的(水印版画)$水印难度很大"讲究木的

味道!刀的味道和水印的味道 "即 (刀 !

木!韵)$ 水印版画的创作特点我们归纳

为三个字'湿!留!虚$湿是指纸的潮湿程

度"留是对刻画形体作特殊处理"虚是印

的时候要留虚"不能太实$ 那时候"我们

创作的版画作品都是以反映社会主义建

设为题材的$

章剑华! 您的作品主要有三种类型

的创作题材!即现实生活面貌"伟人与英

雄人物!以及自然风光等景观$我觉得艺

术作品要实现鼓舞人"教育人的目的!就

要反映现实状态!正面歌颂现实生活!起

到鼓舞社会的作用$

吴俊发! 水印木刻是江苏版画开创

性的突破"并开启了中国版画的新流派"

与北大荒彩色版画! 四川黑白版画并称

为中国版画的三大流派" 是新兴版画的

组成部分$ 那时的版画艺术创作主要反

映现实生活$就拿(新金陵画派)来说"被

公认为是
("

世纪
+"

年代最重要的中国画

流派之一$ 那时的画家都是从全省各地

抽调上来的"比如来自苏州!镇江!徐州!

扬州!常州等地的余彤甫!丁士青!张晋!

顾伯逵!王琴舫!龚铁梅等人"他们的创

作功底很扎实"但是苦于缺乏创作题材"

他们有的人甚至连长江!黄河都没见过$

面对这一现状"傅抱石!亚明等画家是有

清醒头脑和艺术抱负的" 从组织形式到

工作方针上他们选择了走向全国" 描写

(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山河新貌这一契

入点$ (江苏国画工作团)在上世纪
+"

年

代初"创造了跨越六省的(两万三千里写

生)的壮举$在写生中"老中青相互穿插!

帮带" 一路被从未见过的社会主义建设

场面和祖国雄山秀水所打动" 创作出许

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 做出了一

件轰动当时画坛又影响后世的大事来$

有一次"一个学生发现钱松喦丢了"着急

的到处寻找" 后来发现他在黄河边上写

生" 就因为画家有这样的勇气才有了作

品中一个破旧的小庙与黄河对比的精彩

画面$ 版画家工作团也分别去了
("

几个

县市进行写生!创作$发现人才就邀请来

一起加入采风团$ 后来还专门在中山陵

工作室举办了三期进修班" 创作了一大

批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

%*+)

年这

批作品在北京展出" 引来了全国版画界

的交口称赞并轰动一时$ 江苏画家在全

国的影响力很大"中央领导也很关心"陈

毅还专门打电话来邀请江苏画家到各地

进行重大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

章剑华!艺术家只有走出去!贴近自

然"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才有创作的灵

感和冲动! 作品中才能反映火热的生活

场景$ 有了一支版画创作队伍! 又进行

水印木刻的创新探索!举办三期学习班!

创作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

这些因素一起奠定了江苏版画取得巨大

成就的坚实基础$ 可以这么说! 中国水

印版画是建立在西方表现主义和现实主

义油印版画的基础上! 又受到中国传统

复制版画的启发! 结合水印技巧的创新

而形成的! 是西方油印版画的民族化和

中国化$

艺术的"灵魂#

章剑华!您作为老一辈艺术家!见证

了江苏水印版画的发展$ 新生代的中青

年版画艺术家也在思考并寻找着江苏版

画的新突破$ 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既要找

到灵感!有好的题材!还要了解怎样来表

现!如何去构思!怎样处理与艺术市场的

关系$我们不反对艺术家走市场!但是不

能被市场所牵制$

吴俊发! 我觉得近年来江苏水印版

画虽有发展"但现状不容乐观$现在江苏

从事版画创作的人才很多" 而且有苏州

版画院!启东版画院等专门机构"但是大

家像一把大头针"个个想出头$江苏版画

界需要几个有心胸! 有责任心的领军人

物"把这个群体团结在一起$不光要创作

出有影响力的作品"还要有文章"要能评

论"作宣传$除了建立一支版画创作骨干

队伍" 还需要省文联等单位多组织艺术

家参加采风创作交流活动" 让艺术家去

贴近生活!深入生活!反映生活$ 中青年

艺术家不能过多地为了市场去创作"而

是要注重作品中的(灵魂)$ 作品的(灵

魂)就是创造性"是创作者独到的见解$

作品中没有独特的题材!内容和技巧"艺

术家没有自己的想法和特色" 作品就缺

乏(灵魂)$同时"还要抽时间不断地学习

传统"只有深入学习"精于临摹"才能真

正体悟书画奥妙$就像林散之!胡小石等

老一辈艺术家" 他们非常讲究用笔!用

墨"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每个人都有

优点和缺点"优点要去发扬"缺点也不容

忽视"把握得当"艺术家的缺点往往就变

成了他的特点"特点是一个人的标志"只

有自己能够掌握$

章剑华!艺术的%灵魂&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艺术家要明确为何创作!怎样

创作! 要为社会创造审美价值和艺术价

值!要表现创作主体的%灵魂&$二是创作

题材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 这样

作品才能打动人民"鼓舞人民!作品中要

能体现创作客体的%灵魂&$ 三是要实现

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等本体语言的创

新!这样才能更好地表现创作者与创作

对象的%灵魂&!作品才有生命力$ 您的

作品 '方志敏 (就很好地体现了艺术的

%灵魂&$ 作品运用水印版画的独特表现

语言! 不仅表现了英雄人物的性格!还

体现了您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和再塑造!

画面极其感人$ 我认为您说的%缺点就

是特点&很有道理$ 艺术家的缺点往往

是其个性的体现! 如果盲目地改掉!也

就很可能抹杀艺术家的个性$ 有时候在

作品创 作 中一个无意识的非常规的笔

墨语言! 却恰恰成了作品的一个看点!

%缺陷&也就变成了%亮点&$

吴俊发$国家一级美术师!获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年
%

月出生

于江西广丰! 毕业于正则艺专!

%*$)

年开始从事木刻创作活动!专长版画

和水墨画$ 曾任江苏省美术馆馆长"

江苏省文联常委"中国美协江苏分会

副主席"江苏版画院名誉院长"中国

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委员"中国版

画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美术家协会

顾问!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

国美术家协会聘请任第
+

"

'

届全国美

展评委"应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版

画家协会聘请任第
+

"

'

"

&

"

*

届全国版

画展评委"'版画(杂志编委!第
)

"

$

届

全国文代会代表$ 是中国现代版画

江苏水印木刻学派创始人之一和积

极推动者$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

全国版画展和中日两国版画家作品

联展!第
&

届印度国际现代美展"斯洛

文尼亚第
%$

届国际版画展" 挪威第
+

届版画展"印度第
+

届
)

年世界现代美

展"巴黎国际现代版画双年展!意大

利比埃拉
%*&'

年国际版画展"荷兰国

际版画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法

国文化部主办第
)

届国际小型版画

展"马其顿第
)

届比托拉国际版画
)

年

展等国际美展!并多次由中国人民对

外友协和中国美术家协会选送前苏

联"日本"美国"英国"芬兰"奥地利"

冰岛 "阿尔巴尼亚 "罗马尼亚 "坦桑

尼亚"加纳"尼泊尔"澳大利亚"新西

兰"德国"意大利"爱尔兰"丹麦"加拿

大"西班牙等国和香港地区展出$ 中

国画曾在奥地利 "德国 "意大利 "日

本" 美国等国展览$ 曾出访印度"法

国!并在巴黎和马赛以及桂林"南京"

北京"南通"成都举办个人画展$ 作

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军事博物馆"

中央美术学院"前苏联东方博物馆"

日本东京美术馆"大阪美术馆"神奈

川近代美术馆"法国国立图书馆"法

国版画博物馆以及意大利和德国对

外友协等所收藏$ 出版有'方志敏("

'农具厂炉间(以及'吴俊发画集(和

'吴俊发水墨画集( 等$ 获全国美展

和全国版画展优秀作品奖$

%**%

年
*

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版画家协

会授予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

%**(

年

'

月日本财团法人三江会馆授予版画

特别贡献金奖$

("%)

年获中共江苏省

委"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江苏省

紫金文化荣誉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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