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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推荐

宝音先生的影画艺术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具有高度的“辨识度”。在数十年的摄
影生涯中，宝音先生练就了高超的摄影技
巧和敏锐的图像表现感受力。从数年前开
始，出于自己对艺术创造欲望，他将自己拍
摄的蒙古马、蒙古族舞蹈、胡杨等影像通过
软件技术处理转变为色彩、线条、结构、意
韵等绘画性极强的独立艺术形式，从而引
起观者强烈的视觉兴趣。观众面对宝音的

“影画”首先看到的并不是具体的蒙古马或
人物形象，而是绚丽的色彩、具有强烈秩序
感的线条以及被重新规划后的形和形的构
成，这些要素在宝音的创作中通过其看似
天马行空，却严密而深入的思考凝结在一
起后，顿时呈现了一种具有视觉魔力的图
式样貌，从而引起观者的视觉共鸣，例如我
们在其以马为蓝本的大量作品中可以强烈

地感受到的这些特征。事实上这样的创作
并非任何摄影师都可以通过技术处理达到
同样的效果，它要求创作者除却高超的摄
影技巧外，更要有完备的文化修养和敏锐的
视觉艺术感受力和艺术创作所需要的专注
精神，才有可能在日常的摄影记录基础上开
掘出新颖的图式世界，这样的分析似乎在说
明，除了外在的形式，艺术创作的核心是一
种有独特价值的思维方式。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宝音的“影画”艺术实践颠覆了摄影
艺术的传统理念和形式，和为数不多同样在
尝试类似创作方式的同道一起开启了摄影
和绘画的有机融合和革新升华。

宝音先生的“影画”印证了这样一种趋
向，那就是在今天，图像艺术的创作可能
性、边界和想象力是不断扩大的。回想在
摄影术发明以前，绘画的一个重要功能是

再现和记录客观世界，创作上都带有不同
程度的主题性和叙事性。印象主义以后，
特别是 20 世纪现代主义艺术成为主流以
来，那些“离经叛道”的现代艺术家所在意
的，是头脑中的想象与思考，但也由此带来
了艺术语言的极大丰富和拓展。如今，摄
影家又不满足于镜头语言的直白呈现，而
是将绘画的“语言”通过现代数码技术嫁接
到摄影图像上，形成一种新的艺术创作取
向，除了科技的恩赐之外，实在是人类艺术
创作有序传承而带来的一种幸运。

我们在宝音先生的“影画”艺术中看到，
造型、线条、结构、色彩、色调，甚至包括怎
么样利用软件的虚拟笔触等成为首先映入
眼帘的符号要素，上述艺术上的语汇和概
念倘若在汉语字典中，不过是几个可以做
出解释的固定词语，可是在艺术家的头脑
中却并非如此，这些看似寻常的词语其实
都有着惊人的密码功能。我们知道，在绘
画中，不同的画家绝不会将形态相似的线
条表现的完全一致，同样的油彩、笔墨在不
同艺术家的手中也绝不会呈现出完全相同
的视觉效果，画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技艺与
学养，通过写实、写意，表现、抽象甚至隐喻
和象征等多种手段来将画面的形象、色彩
等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予以表现，从而创
作出视觉感受完全不同作品，艺术创作的
巨大魅力恰在于此。同样，宝音在自己的

“影画”中，以相对独立的艺术思维对摄影
所提供的“素材”进行了艺术家在创作时才
会展现出的思索和尝试，一如画家对造型、

线条、结构、色彩、色调的沉迷那样，宝音先
生的“影画”在“绘制”的过程中同样体现着
创作者对解密上述那些专业词汇的热情和
慧心。

宝音先生的“影画”艺术其实也提示了
一个艺术认知上值得思索的现象，就是观
众面对一件满眼看去尽是色彩、线条、构成
等内容的“影画”而非通俗意义上的“摄影”
时，究竟应该如何判断和欣赏？回到艺术
史，当我们面对经典时，往往会形容艺术品
的“气质”所带来的视觉感受，譬如会说丢
勒的绘画深邃，梵高的作品热烈，黄宾虹的
山水浑朴，傅抱石的人物仙逸等等，除却艺
术的其他因素，之所以能引起观者不同的
视觉感受，一个直接的原因，甚至是主要的
原因，就在于“艺术语言”的高妙运用，宝音
的“影画”艺术之所以带给观众的强烈的视
觉冲击，恐怕原因也正在于此。在他数年
来积攒的大量作品中不乏具有震颤力优秀
之作，浓烈的色彩，被拉伸的造型，合理安
排的构成以及带有绘画感的虚拟的肌理，
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在视觉感受力这条主
线的指引下共同发酵，化合出一种展现着
摄影家的独到理解的艺术样式。宝音的

“影画”艺术再次说明，艺术语言不光仅仅
为了所要表现的内容，其本身就具有独特
的审美价值，唯如此，艺术家才能利用其创
作绚烂的艺术世界。千百年来，艺术往往
被各种各样的理论描述的如烟似海，但艺
术家都知道，艺术史是众多创作者在探究
艺术的表达方式中形成的，其中最令他们
醉心的就是艺术语言的无限可能。

有论者曾说，“优秀的艺术家应当有能
力把别人没说过的话用一种别人没使用过
的语言说出来”。摄影的语言和绘画的语
言已经为太多的创作者所熟悉，“影画”艺
术则合二者之长，能否算作是一种“别人没
使用过的语言”可能尚需论定，但人类都艺
术创造离不开传承，令人驻足的艺术往往
也同时体现着“过去”和“当下”两种时态。

“影画”是一种在当下显得异常新颖的艺术
形式应当是不争的事实，宝音先生利用这
种新的语言和形式创造了一个丰富而绚丽
的“影画”艺术世界也是事实，而这各世界
让我们对艺术创作进行了再次的思索，当
然也是事实。艺术的创造源于激情，更源
于敏锐的感受和对艺术语言的深入理解、
不断追索和运用。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内
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会古通今—南北朝石刻精选五十品题跋临创
书法作品巡展》是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批准资助传
播交流推广项目，由河南省书法家协会指导，内蒙古
美术馆支持，郑州大学主办，郑州大学书法学院、内蒙
古书法家协会承办，张海书法艺术馆协办。展览于3
月28日在内蒙古美术馆10/11号展厅开展，展览将持
续至5月5日。

本次巡展共设七站，内蒙古美术馆展出为第六
站。展览的创意与之前有明显不同：全部选取南北
朝精品石刻作为题跋和临创取法对象，书家的题
跋、创作与精拓相得益彰，既有可看性，又具备学术
性；而且在展馆选择上，特意选择全国具有代表性
和影响力的西部地区艺术场馆进行展出，希望能够
促进文化的交流，让中原地区书风吹向西部，让沿
黄流域书风互相融合，更好赓续历史文脉 。

据悉，本次展览的作品从 2023年 3月开始邀请
征集。这些作品既包括大众所熟知的“龙门二十
品”造像题记，还包括著名书家题跋的张海书法艺

术馆馆藏三十方南北朝石刻精品，这些石刻各具艺
术特色，可谓“莫有同者”。以“会古通今”为主题，
将这些石刻精拓与现代全国著名书家的题跋、临创
作品一同展出，观众可以从中看到书家对石刻内容
和书法风格的理解，这些考据、题跋、创作是穿越时
空的对话，更是文明的延续。跋文以《龙门二十品》
和南北朝墓志为核心，游弋古今、主次分明、内容丰
富，其书法既有安闲之雅静，又有流动之活泼；既有
大字的朴茂，又兼小字的灵动，足见其文史之功，书
翰之韵，文辞之美与章法之妙。展览分为四个部
分，分别是：《龙门二十品》原拓及名家题跋、《龙门
二十品》临创作品、南北朝墓志题跋、南北朝墓志拓
片展选。

此次具有中原特色的碑刻书法展览像一根纽
带，紧密链接两地人们的审美艺术追求，有力推动两
地书法文化交流。展览开幕当日还举办了“关于新
时代魏碑（墓志）书法艺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的思考”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内蒙古书法家协会、内蒙
古大学、郑州大学相关专家就魏碑书法发展走向、书
法艺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展研讨。内蒙古
和河南同为黄河流域地区，都具有深厚书法文化历
史遗存，此次巡展不仅是一次书法艺术的展示与交
流，更是一次文化心灵的沟通与共鸣，将有力推动内
蒙古与中原乃至全国书法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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