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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美術批評家點評梁藍波作品 
 
 
皮道堅，著名美術批評家，華南師範大學美術史教授： 

• 梁藍波屬於東西方文化在當代的風雲際會所造就的藝術家。他的繪畫在相當程度上昭
示著一種超越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人文與科技的二元對立，追求某種前所未有的博

大、開明、融通的人文精神的文化取向。 
—— 摘自《超越性繪畫與繪畫性超越》，原載北京《世界美術》1998年 9月 

 
王璜生，著名美術批評家，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美術館館長：  
• 梁藍波是一位頗具東方文化悟性和西方理性精神的藝術家。他不僅能夠通過各種的比
較，清晰地站在一個自己的角度，來重新感悟東方文化的生命力所在，而且能夠一步步地

應用文化的符號，通過對符號的深入分解，對構成符號的材質進行新的改造與組合，來表

達他作為一個現代視角的人，對自身的傳統文化的現代回應。 
—— 摘自《生命的召喚和回應》，原載台灣《典藏投資》2013年 9月，總 71期 

 
魯虹，著名美術批評家，深圳美術館藝術總監，湖北美術學院客座教授：  
• 梁藍波從一個現代人的審美追求出發，常常逸脫於傳統書法的格式和規範。他一方面
大膽地將種種字符作爲整體空間的基本素材予以自由化處理，另一方面又特別注意對瞬間

爆發性情感的表達，結果便給人以一種完全不同於傳統書法的特殊感受。如果以世界藝術

史爲線索，我們並不難發現，梁藍波其實是巧妙地將日本少字數書法和西方現代藝術中的

抽象主義和表現主義的若干特點自然地融入其作品中，如對造型性、表現性和平面構成的

追求等，這使他的作品極富新意。 
 
彭德，西安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原湖北《美術文獻》主編： 

• 梁藍波的近作將中國書法中的狂草疊入畫面，或將書法的線條打散後經營畫面，形

成畫中有書和書畫同體的效果。他的畫面鬆動、奔放、自由，流露出一股中國文人一向推

崇的逸氣。 
• 在變化多端的美國畫壇，藍波善於調整自己的視野和畫風，強化色彩的表現力和畫

面的直觀效果，取美國藝術的長處補中國的短處。 
—— 摘自《佈道者》，原載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時報》2006年 11月 16日 

 
李偉銘，美術批評家，廣州美術學院研究員，中國美術家协会理論委員会委員： 

• 儘管藍波曾提到，他力圖以西方現代藝術的概念反觀中國畫的內在精神和筆墨結

構，但是，我們很容易發現，支撐藍波所營造的視覺世界的骨力構架是他的華夏書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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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在實際操作中他規避了書法的語義意詣，以耗散形態而非書法結構將書法“法道”的

精義融入了水墨與色彩的視像幻覺之中。因此，其所呈顯的生命景觀皆是難預測衡的虛擬

狀態以及合若天成的原性力量。正是在這種探尋中，他超越了俗見的對東西方文化捉襟見

肘的庸解，並在成功地完成了視覺語言結構重建的同時，昭示了某種對宇宙、人生境界的

憧憬。 
• 藍波對文化“身份”歸屬的問題如何視之，我並不知道，但透過他那毫無顧忌地使用
宣紙、彩墨、丙烯、帆布、沙石、拼貼、甚至電腦噴塗等多種技法和綜合媒材，為達目的

不擇手段的勢態，足見其興趣之淡然；而對文化元素、符號和圖式的處理及重組則沉迷與

執著。從他的《熔煉》、《交響》等所彙集的《聚合大系》可見，梁藍波在藝術家的人文

情結與所處的文化斷面的交匯與演進中尋求自身的精神屬性及形象圖式的軌跡。 
——摘自《解變•重構：梁藍波聚合大系畫述》，台灣《典藏今藝術》2013年 9月總 252期 

 
周韶華，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湖北省文聯主席，西安美術學院名誉教授： 

• 不論是從東方文化的創作之路著眼還是從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對話來考慮，當今的
藝術家必需具備對本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對世界文化的觀照能力，這個問題已經歷史

地、不可迴避地成為當代藝術家們的共同課題。誰在這方面能率先找到答案，成為解決新

問題的能手，誰就會成功。有著東方傳統文化訓練，又到過西方學府深造的梁藍波，由現

代科學技術提供的啟示，尤其在西方現代藝術氛圍的薰染中，反觀東方傳統文化，打破以

往的傳統模式，重建藝術的新形態，並賦予藝術以新的生命。他既超越傳統又超越西方現

代諸流派，內涵底蘊既有東方文化的精髓，更有西方藝術的現代風神，我以為梁藍波成功

的奧妙就在此中。 
• 主體的人格力量和飽滿的激情向畫幅的四面八方擴張而又與宇宙凝聚一體。筆觸運動
與“聚變”、“裂變”同步，墨色揮洒與火山“爆炸”互動，虛實開合與宇宙旋律節奏渾

然一體，人化了的自然宇宙飽含著主體的印痕，藝術語境具有和宇宙整體相類似的基本特

征，整體結構與天地萬物有著相同的秩序，主體心態、筆墨走勢與宇宙運動完全是一種對

應關係。 
• 梁藍波能有這樣的高度，應該說是得益於思想上的解放，他徹底擺脫了具象形體的糾
纏，自由地表達了象外之意和神動之美，追求情真之美，更充分地抒發了與天地精神獨來

獨往的宇宙心境，也就是“大象無形”、“大美無言”的境界和“得意忘形”的狀態。把

審美體驗帶到更超脫、更無限、更宏遠、更深邃的空間。這是他經歷了在自身克服兩種文

化的矛盾、在碰撞交匯中找到了自己的坐標，到西天取經再反觀東方古典文化之後的一種

優化選擇。 
—— 摘自《梁藍波抒發與宇宙一體》，原載美國《聖路易新聞》2006年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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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墉，中國美術家協會顧問、原廣東省美術家協會主席： 

• 這組在異國創作的作品，正體現了畫家對中華文化、悠久歷史的神往與遐想。而在

畫面組合上，時空互相交錯，充滿了現代藝術的氣息。乍看之下，滿紙淋漓的水墨，飛動

的草書遨遊其中，斑斕的沉實與滲化的遙遠如此協和地交織在一起，思緒一下子迴入了歷

史的幻覺。我敢說，這種遐想其實是醉了的錯覺──中華文化一直讓藍波醉著！ 
          —— 摘自《藍波在奔波》，原載中國廣州《廣州美術研究》第 11期，1995年 
 
唐慶年，著名美術評論家，原中國《美術》雜誌編輯部副主任： 

• 書法的抽象法則與繪畫的抽象法則有很多相似性，只不過書法以抽象化的符號為表

現對象，抽象法則的作用比繪畫明顯，也有比繪畫更豐富的層面。梁藍波把書法融入抽象

繪畫，直觀上是為繪畫增添了新的語彙，而這些語彙又負載著書法的抽象法則，無論是完

整的字還是那些把抽象符號（文字）更進一步抽象化，剝離原本的符號性，剩下的筆劃和

部首，都會給畫面構築起張力關係，它們在畫面上的佈局，輕重、乾濕、疏密、張馳的對

比，它們同渾沌背景間的顯與隱、融合與突兀的關係，都給抽象繪畫帶來了新的變化潛

力，形成一套新的抽象語言，成為梁藍波獨有的風格。  
• 梁藍波作品的長處是在抽象藝術語言的建構上，是作品的完整性和視覺力度上。我

想套用石濤的兩句話來形容梁藍波的作品：除了有“渾沌裏放出光明”的效果外，更有

“墨海中立定精神”的力量，而這正是把書法融入抽象繪畫所產生的特殊功效。 
 
馬欽忠，安徽合肥《藝術界》編輯： 

• 梁藍波站在當代文化及中西方的學術背景上，更著重於把傳統的文化基因轉化為當

代審美內涵的開拓上。 
• 梁藍波的手段是在過程上。起點、過程和終點是三個相互剝離但又有轉化關係的程

序：起點是中國畫，但到了終點卻變成了油畫，中國畫稿裡的審美意蘊被轉化成了最終作

品的基因，而這個基因又通過其它物質媒介被加以放大。從材料上來說，作為結果的油畫

作品與中國水墨畫並無直接關係，但油畫的視覺張力和中國畫的審美基因卻在他的作品中

有效地融為了一體，梁藍波的確在這方面很準確地找到自己的學術定位。 
—— 摘自《梁藍波的水墨實驗所拓展的審美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