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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留學東京藝術大學版畫科，每天上學必定經過的東京都美術館，是我尋找繪畫思源時流連忘返的地方；而我第一次接觸岩彩繪畫，就在那裡。當我第一次
看到稱為「日本畫」的作品時，已被這種繪畫媒介所吸引。外觀上，它跟西方油畫的表現效果上相接近，但顏色的層次感卻不同，彩度和純度都比油彩高，更
有粗幼不同的質感和受光後因折射而產生的閃爍效果，比油彩的反光來得自然和內斂。最有趣的是一些日本畫的表現，又近似我國的水墨畫和水彩畫。
因此，凡在東京藝大日本畫科的公開講座和示範，我都不會錯過。其中平山郁夫教授的繪畫導賞和加山又造教授的金屬箔處理技法等課堂，至今記憶
猶新，受益良多。日本繪畫所用的繪畫媒體是從礦石研磨而成的顏色粉。日本語稱之為「岩具繪」。

2005年的夏天從溫哥華回香港探親，北上廣州探望久未聯絡、在東京藝大認識的陳文光教授。細說當年情之際得悉中國已自行生產礦物顏
料，早年對礦物顏料暗戀之情於是再次浮現，並得到陳教授的助教幫忙購得第一批岩彩，開始運用這些顏料作不同的嘗試。為了認知礦物
顏色的特性和可塑能力，我先從繪畫開始，希望最終能利用它去豐富版畫顏色的層次感和表現力。一年後我攜着一組利用礦物顏料印製
的絲印版畫到北京，希望陳教授給我改善的意見。適逢當時陳教授正準備出席中央美院主辦、在炎黃美術館舉行的中國中央美院岩彩
高研班畢業展，我才知道在國內使用礦物顏料繪畫而成的繪畫叫做「岩彩畫」。後來經由陳教授的引薦下，我獲邀參加這次具歷史性
的岩彩聯展，認識了為岩彩畫命名的胡明哲教授、她的教學團隊和一群年青同學們，她們的作品和對岩彩藝術的熱誠，令我意識
到岩彩是一種可塑性極高的畫材，當我不斷地關注近年國內對岩彩畫的考究和活動，知道原來我國早在南北朝、隋唐時已使用
岩彩去繪畫宗教的故事和建築上的裝飾，在新疆的龜茲石窟和西藏敦煌石窟內的壁畫中，證實了當時岩彩已流行使用，比
水墨繪畫更早現世，及至盛唐期間流傳至東瀛國（日本），一直保存和演變成今天的日本畫。岩彩畫既有中國文化和歷史
的根源，作為喜愛岩彩的中國藝術工作者，我有責任去推廣岩彩，讓人知道我國的繪畫史上，在水墨畫出現和發展之前
已流行使用岩彩作畫。

岩彩畫今天在中國的美術界已開始為人認識和嘗試，在各美術學院裡設有岩彩繪畫科目、獨立的工作室和主
任的老師；再者，岩彩亦常在中國畫裡薄塗使用，國畫家亦不會感到陌生，只需加膠厚塗，便能有油彩般厚
重的質感。因此，我相信岩彩繪畫將會在我國蓬勃的發展外，亦是水墨畫革新的其中一個方向。香港認識 
岩彩畫和使用岩彩的藝術工作者很少，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畫友感到有責任在香港推廣岩彩繪畫，亦
希望乘着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匯聚的都會和與國內交流互通的便利，使中國岩彩繪畫在香港茁壯
成長外，還能令其他國家的藝術家知悉中國除了水墨畫外，還有岩彩繪畫。

為了更能凝聚大家的力量和外界的關注，我們成立了「香港岩彩藝術學會」，並於九月底在
浸大視覺藝術學院的顧明均展覽館舉辦「緣古形新——岩彩繪畫展」和研討會，展品包括
學會的創會會員外，我們還邀請了六位在香港視覺藝術界不同範疇裡極有成就的名
家，包括陳育強教授、管偉邦教授、劉小康先生、謝炎安先生、白雙全先生和沈君怡
女士，嘗試在不同範疇上使用岩彩，從而探索岩彩的可塑性！再者，我們還得到
二十二名國內著名的岩彩畫家的支持，送來作品同場展出，其中包括推動中國岩彩
繪畫復興的藝術家、美術學院的岩彩畫教授、敦煌研究院的藝術家和著名的岩彩畫家等，希
望大家能從這次展覽的作品中，全面的感受到岩彩繪畫的特色和魅力。最後，感謝胡明哲教授和
卓民教授為展覽和研討會撰寫文章。胡教授分享她為「岩彩畫」命名的由來根據和今天岩彩畫在中國發
展的狀況；卓民教授現時任教於日本東京藝術大學日本畫科，以他多年的研究作為基礎分析日本畫之源於中
國，但發展後與今天中國岩彩繪畫的異同。這兩篇權威性的文章，為我們確立了在香港推動岩彩繪畫的信心和動力，
並希望將來有更多香港藝術工作者利用岩彩作為創作媒介，學會亦會作為香港與內地、海外岩彩藝術團體的橋樑，大家攜
手共同推動中國傳統岩彩藝術現代化和國際化。

香港岩彩藝術學會會長
鍾大富
2022年8月

香港岩彩藝術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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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岩彩藝術學會成立

香港岩彩藝術學會的成立，令人歡欣！岩彩，是一種古老的
繪畫材料，源於中國唐代。中國新疆龜茲及敦煌的壁畫，亦
是用岩彩繪畫而成。因為岩彩絕大部分是由天然礦石磨粉
而成，有其閃爍的特性，因此深受歡迎。在亞洲的一些地區，
已有不少當代的藝術家運用岩彩進行創作。而岩彩藝術學
會在香港的成立，能進一步令更多的香港人、特別是有志投
身藝術的年輕人，有更多更適合的機會接觸岩彩！

「緣古形新——岩彩繪畫展」及研討會得到香港浸會大學贊
助展覽場地，以及內地、香港多位藝術家和學者支持，得以
順利舉行。我們會繼續積極聯繫國內外大專藝術院校，與各
地岩彩藝術家和香港有志於岩彩創作的年輕藝術家進行各
種交流活動。令更多的香港人有機會接觸到岩彩，運用這種
古老的顏料。創作出更多更新的作品，並從中領略運用岩彩
樂趣的同時，擔當起傳承中國文化的責任！

香港岩彩藝術學會副會長
朱秋慧
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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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岩彩藝術學會成立賀詞

今天是一個載入史冊的日子——香港岩彩藝術學會宣告正式成立！

以香港藝術家鍾大富先生為首的香港藝術界諸位同仁，醞釀已久，辛苦付出，終於如願以償的舉辦了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盛會！我代表全中國的岩彩藝
術家以及我個人，在遙遠的北京和祖國的各地，向香港岩彩藝術學會和香港岩彩藝術展，獻上衷心的祝福！

古代龜茲壁畫和敦煌壁畫是岩彩繪畫的源點，當代岩彩繪畫是龜茲壁畫和敦煌壁畫的現代新生。因為兩者所運用的物質媒介、語言要素、語法
結構，基本同一。只是由於分類方法不同，形成了不同稱謂：若以形制分類，可稱之為壁畫，若以材質分類，亦可稱之為岩彩繪畫。龜茲壁畫和
敦煌壁畫作為古代的公共藝術，曾經燦爛輝煌並且流傳亞洲各地；「平面造形，層面疊加，物質本色，以少勝多。」的繪畫方式也成為東方繪
畫語言經典。

上世紀末，一批中國青年畫家留學日本，發現了中國本土消逝已久的古代經典；為了推動經典繪畫的當代復興，回歸「以物質媒介
劃分藝術種類」的普世方式，將其命名為「岩彩畫」。經歷了三十餘年尋根溯源及創作實踐，中國岩彩繪畫已然形成與古代繪畫
和日本繪畫所不同的創作理念，既是古代東方繪畫語言的延展，具備清晰自洽的語言邏輯，又針對着本土的語境和當代的問
題，連結當代藝術創作思維，有多向延展之可能。因而，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生態中一個與眾不同的生長點。

「岩彩」是有色砂岩，有色土，有色礦物質的統稱，具有獨特的審美特徵，粗細不同的晶體顆粒呈現出一種天賜的魅
力，寓意着「道法自然」的深遠內涵。今日，岩彩藝術家手中的「岩彩」，已經不局限於畫材店購買的「繪畫顏料」，而
是在大自然中採集的「大地物質」。它們將藝術家的創作思維與遼闊的大地岩層，與古老的東方哲學，與當代的
生存困惑，自然而然的聯繫起來。岩彩藝術家內心的創作動因，也不僅是東方世界觀和藝術觀的表述，更是
對於「人類與自然關係」這個重大問題的反思。

西方的當代藝術延續着西方歷史文脈的遞進邏輯，中國的當代藝術則應明確自己的文化特徵，疏理
自己的演變邏輯。正在發生與發展的「岩彩繪畫溯源重生」亦非小眾行為，而是與「中國社會當代
轉型」同步的文化現象；也是本土繪畫由古典形態向當代形態演變的成功例證；即使有再多的
新生事物，也不能取代中國主流文脈中的自我新生。

岩彩繪畫進入香港藝術界意義非凡：首先，香港被譽為「東方明珠」，傳承與代言東方
繪畫中最璀璨的繪畫傳統，義不容辭，相得益彰；我相信香港岩彩繪畫在鍾大富先
生領導下，一定會走向繁榮昌盛。其次，岩彩繪畫作為古代經典繪畫的當代新生，也
必將由中國走向世界；我相信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必然是國際藝術交流最佳之地。

值此慶典之際，

再一次熱烈祝賀——香港岩彩藝術學會成立！岩彩畫展成功！

再一次熱烈歡迎——香港藝術家加入當代岩彩繪畫創作團隊！

讓我們在一起，溯源重生！砥礪前行！

岩彩藝術家、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胡明哲
2022年9月1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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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彩藝術綻放異彩

內地畫家
7



王盛

惠風和暢、天清氣朗，一對鴨子在和煦的午後私語。我運用
礦物色和金屬箔來記錄，沉着綺麗與斑駁絢爛相碰撞，正
是當時情境。

《喁喁》
岩彩 
55x80cm
2020年

2011年畢業於內蒙古師範大學美術學院中國畫專業，學士

2014年畢業於內蒙古師範大學美術學院中國畫專業，碩士

2016年結業於中央美術學院中國岩彩畫創作高研班

中國書畫收藏家協會會員，內蒙古美術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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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夔牛—5》
岩彩、色土／手工紙
27x18.5cm
2020年

岩彩作為一個悠久而又煥發着新意的畫種，正需要回到自
身文化的內核，借鑒、傳承傳統藝術，為現實社會服務。基
於岩彩畫本身特性的無限可能性，在忠實於自己的內心和
忠實於藝術規律的實踐體驗中，傳達過往與現狀的種種吸
收和理解。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研究員。 

2003年6月畢業於西安美術學院油畫系，獲學士學位；2003年7
月赴甘肅省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工作至今；2012年6月畢業
於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系•中國壁畫藝術研究工作室，師從陳
文光教授，獲碩士學位；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赴日本東京
藝術大學日本畫科第三研究室（平山郁夫工作室）訪學。

王學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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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在中國古代視為百獸之長。畫中坐臥的白虎目光炯
炯，守護着 「精神家園」，是對傳統文化的當代表達。 

《白虎》
岩彩／水彩紙
56x76cm
2021年

1982年生於中國湖北，2007年碩士研究生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
壁畫系，2009年至今任教於天津美術學院，現為中國壁畫學會
理事、中國書畫收藏家協會會員。作品曾入選第十二、十三屆全
國美術作品展覽，被中央美術學院等機構和個人收藏。

伍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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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去看魚，無意中看到一堆玻璃做的
小魚石在陽光下閃閃發光，鑠石流金的感覺，
彷彿熔化成了糖果，嚐到了夏天的味道。 將偶
然與必然、主觀與客觀、抽象與具象，岩彩礦
物色與金屬箔，相互結合，隨心轉換，創造出
岩彩畫獨一無二的美感。 

長沙師範學院特聘教授

長沙師範學院美術與設計學院岩彩繪畫研究
與創作中心主任

中國書畫家收藏協會岩彩藝術學會副秘書長

中國少數民族用品協會工藝美術家湖南分會
副秘書長

湖南省女畫家協會會員

曾任中央美術學院中國岩彩畫創作高研班課
程教師

曾任上海美術學院岩彩繪畫工作室課程教師

岩彩作品《過客》獲全國第四屆青年美展綜合
材料繪畫優秀獎，作品被中國美術館收藏。 多
幅作品在國內外展覽和收藏。 

《2022年夏天的味道》
岩彩、礦物色/850g阿詩水彩紙
56x76cm
2022年

吳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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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前行之四》
礦物顏料／皮紙
54x42.5cm 
2016年

構建一個非邏輯的圖像，將不同時空線的物
象進行荒誕的組合，既是對生活的調侃，又
是寄託美好的希望。 

  

2007年畢業於廣州美院，獲碩士學位，導師
陳文光副教授。2007至2021年任教於廣東
技術師範大學，2021年調任廣州美術學院，
副教授，漆藝教研室主任，中國美協會員，廣
東美協漆畫藝委會副秘書長，廣東青年美協
漆畫藝委會副主任。

12

余潮松



時間定格在1994年。在他鄉，36歲的我學了
六年的日本岩彩畫，不由得懷念起那個生
我養我的上海。曾經是東亞第一大都市的上
海，與20世紀90年代現代大都市東京相形見
絀。在這種苦澀的嚼嚥中，漸漸萌生了《不夜
城－上海》創作的意念：「留戀」——是對過去
的留戀，也是對未來的期盼。 

  

1958年上海出生、畢業於武藏野美術大學
日本畫學科、築波大學大學院藝術研究科

（ 碩 士 ）。岩 彩 畫 作 品 入 選「 春 季 創 畫 展 」
「創畫展」，同時展開麻紙上的製作型現代

水墨畫研究及創作。先後在日本高島屋畫
廊、北京中國美術館、銀座SILKLAND畫廊、
北京798藝術區三度半畫廊、藝術工廠、上
海劉海粟美術館、上海油畫雕塑院美術館
舉辦畫展。曾任中央美術學院、上海美術學
院岩彩繪畫高研班特聘教授，出版有《中國
岩彩繪畫概論》等學術專著及岩彩•水墨畫
集。現為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客座研究
員、東京藝術大學大學院講師。

13

《不夜城－上海》
岩彩、色土／雲肌麻紙、膠
116.7x90.9cm
1994年

卓民



中國園林和太湖石相伴相生。它的瘦透漏皺、剔透玲瓏，無
不彰顯著方寸乾坤、別有洞天的中國傳統文人情節。

《石譜5》  
礦物色、有色土、動物膠／亞麻布 
68x68cm
2015年

1968年生西安人

2003年畢業於日本京都市立藝術大學，獲碩士學位

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國畫系副教授 

上海市美術家協會會員

上海美術學院岩彩繪畫工作室主任

敦煌研究院美術所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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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彤



金璐

《幸福•紀》之十
岩彩／木板
70x70cm
2020年

以小蛋糕為素材，用岩彩中的有色礦物質和有色土來繪
製，呈現具象的形象，暗含抽象的形式，引發多向的思考。

2009年畢業於西安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獲學士學位。

2013年畢業於西安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獲碩士學位。

2016年結業於中央美術學院中國岩彩畫創作高級研究班。

2017-2019任上海美術學院岩彩繪畫工作室教學秘書及課程助教。

現為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在讀博士，師從胡明哲教授。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陝西省美術家協會會員

岩彩藝術學會副秘書長
15



周納

《色拉印象－月缺》
武夷岩彩
60x90cm
2022年

岩彩究竟是什麼？岩彩要如何表現？我有時候一直在
思考這兩個問題，到目前為止很多人畫岩彩 ，更多的是
精細的製作，而我更傾向於情緒的表達，太過機械的東
西我不太喜歡，我更多的喜歡描繪光，對於各種光線的
表達讓我癡迷，於是便有了《沙拉印象》月缺這張作品。  

  

2008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獲學士學位

2012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獲碩士學位

2019年結業於上海美術學院岩彩畫創作高研班

2013年至今任教於武夷學院藝術學院

中國書畫收藏家協會會員

岩彩藝術學會理事

2019年上海寶龍藝術中心「溯源重生——當代岩彩繪
畫創作展」

2019年上海劉海粟美術館「溯源重生——中國岩彩畫
實驗教學課程彙報展」

2020年長沙師範學院設計學院美術館「第四屆水渡河
國際藝術節暨溯源•重生中國當代藝術作品展」

2021年「意之大者——第八屆福建省寫意畫大展」獲優
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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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豐富明快的色彩，表達對生活中平淡無奇之物的讚美。
《靜物 • 花》

岩彩
45x45cm
2022年

現居廣州，畢業於廣西師範大學，獲碩士學位。2017年結業於廣
州美術學院中國岩彩繪畫工作室。2019年結業於上海美術學院
岩彩繪畫工作室。

周龍敏

17



胡明哲

《暖陽》
岩彩
80x80cm
2013年

「岩彩」是有色砂岩，有色土，有色礦物質的總稱，用大地
採集的有色土創作，總會帶給人無比的溫情。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上海美術學院特聘教授 碩士博士導師

中國美術家協會綜合材料繪畫藝術委員會副主任

2011 中國美術館 微塵—胡明哲作品展

2001 福建省畫院美術館 胡明哲岩彩作品展

2000 四川美術學院美術館 胡明哲岩彩作品展

2000 湖北美術學院美術館 胡明哲岩彩作品展

1999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 胡明哲岩彩作品展
18



徐靜

《合之幽玄》
板上岩彩、礦物色、
有色土、金箔
35x35cm
2019年

嘗試使用岩彩媒介對空間及神秘氛圍的題材進行表達。 中國書畫收藏家協會會員
中國岩彩藝術學會會員
天津美術學院特聘教師
2002年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獲文學學士學位
2010年結業於中央美術學院造型藝術研究所綜合繪畫高級研
修班
2016年結業於中央美術學院中國岩彩畫創作高研班，同年參加

「絲路•岩語」岩彩畫文獻展
2019年 「素——徐靜岩彩畫展」，錦都藝術中心，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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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是人們喜聞樂見的繪畫題材，每年以
此迎新，這個習慣我已經持續多年了。 

  

中 國 美 術 家 協 會 會 員。1 9 8 3 年 廣 州 美 術 學
院 中 國 畫 系 畢 業，1 9 9 1 年 日 本 東 京 藝 術 大
學加山又造研究室碩士課程畢業，1994年博
士課程畢業。獲東京藝術大學平山郁夫獎學
金。2001年歸國，任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
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壁畫工作室主任。
受聘敦煌研究院客座研究員。第十一屆、第十
二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評委。

陳文光

《 2022 — 壬寅 》
礦物顏料、金屬箔／手工紙
34x26cm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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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靜

《華亭夢徊》系列之二
巖彩／布面
99cm（直徑）
2020年

圓幾與菱格，層層遞進；白土與巖黑，層層疊加；夢境與現
實，層層交錯。

現為上海美術學院巖彩繪畫工作室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巖彩
藝術學會副秘書長。曾出版《生•物•學》、《你那穿大衣我這下大
雨：兩岸女性巖彩膠彩創作對話》、《生生之仁——陳靜藝術創作
集》等專著，參與編著《似與不似——巖彩繪畫寫生課程》、《溯源 
重生——巖彩繪畫課程體系實踐軌跡》系列教程。巖彩作品被中
國美術館等藝術機構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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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戲》
岩彩、色土／厚紙卡
24x24x4cm
2018年

運用福建閩北武夷山當地岩土，表現國家首批非物質文
化遺產閩北《四平戲》演員臉譜形象。

福建武夷學院藝術學院院長，教授，碩士生導師。
畢業於福建師範大學美術系，中央美院助教班，中國美院訪問
學者。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岩彩藝術學會副會長，福建美術家
協會常務理事，福建美術家協會中國人物畫委員會副主任，福
建省畫院特聘畫師，福建省高校教學名師，福建省重點學科、一
流專業美術學學科帶頭人。

陳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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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松溪

《藍色微光》
岩彩、水彩、金屬箔 ／絹
62x62cm
2017年

真味只在會心處——芳菲何處，冷照幽微。 2006年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壁畫研究方向
2018年�入選「首屆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美術作品展暨第三屆廣
東省高校美術作品學院獎雙年展」
2014年�入選「第十二屆全國美術作品展」
2012年�入選「大同•國際壁畫雙年展」
2010年�入選「東方色彩•中國意象岩彩畫邀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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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武

果實亦是種子，寓意生命周期節點。不同質地岩彩微粒以
不同方式反覆凝聚，猶如無數細胞繁衍出新的生命體。 

《果實》
岩彩／麻布
60x80cm
2012年

1960年生於河北省唐山市。1986年畢業於河北師範大學美術
系。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河北省美術家協會綜合材料繪畫
藝術委員會主任；上海美術學院岩彩繪畫工作室特聘教授；保定
學院美術與設計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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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潔娜

《檐角故風》是一處家鄉舊民居的屋簷，一草一木，破敗磚
瓦和蛛網之間，都是飽含童年記憶的舊光景。 

《檐角故風》
岩彩、色土／皮紙
40x60cm
2022年

1988年生於廣東揭西，2011年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
壁畫專業，獲學士學位，2015年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學
院岩彩方向，獲碩士學位。現為廣州美術學院教師，廣東省美術
家協會會員，中國書畫收藏家協會•岩彩藝術學會理事，第四屆
廣東青年畫院畫家，第三期廣東青苗畫家。



《追光》
岩彩／雲肌麻紙
45x53cm
2020年

26

蓮羊

發現身邊平凡中的不平凡，用自己的繪畫語
言重新組織這份平凡，讓它變得精彩 。

  

2004年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附中，2008年
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2019年畢業於日本多
摩美術大學博士前期。 

曾供職於原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現任
中日藝術交流協會理事、東京清藝術空間
常務董事。

出 版 有 個 人 畫 集《 歲 華•尋 夢 》、《 拾 蓮 》、 
《岩語》、 以及繪畫教材 《岩彩初心》。

2009年作品《四靈》系列入圍「第十一屆全
國美展」。

2019年岩彩作品《舞樂飛天》由法國國家博
物館聯盟的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收藏。



楊荷香

《沁》
岩彩 
90x90cm
2021年

作品用天然礦物色和金屬箔的相互映襯使畫面具有岩彩
材質的獨特美感。 

楊荷香，碩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2017年《印度—藍城印象》參加「絲路與世界文明——第七屆中
國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

2019年《印度—印象》參加「多彩世界與共同命運——第八屆中
國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

2019年《兩宮—殿特寫》參加「京城之脊•一脈綿延」北京中軸線
申遺主題創作展

2020年《寂影》參加「第三屆全國綜合材料繪畫雙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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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北 之 行，漫 天 蒼 茫，偶 爾 一 撇 那 一 剎 那 的 藍 綠，記 憶
尤深，以此紀之。 

《藍地》
礦物顏料／皮紙
50x40cm
2016年

1981年生於廣東澄海，女

2004年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壁畫專業，獲學士學位; 

2008年研究生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岩彩藝術研究
專業，獲碩士學位; 導師陳文光副教授 。

2021年中山大學哲學系美學專業訪問學者。現為廣州美術學院
中國畫學院壁畫專業講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廣東省美術家
協會會員。

詹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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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系列一
岩彩、金屬箔／紙本
38x57cm
2021年

北京的秋天來得快去的也快，但為讓我記憶猶新的就是秋
天枯樹枝上的柿子。那橘色映着天空的藍美極了，所以這次
創作的主題我選用柿子。這幅小創作的色彩來源於我記憶
裡的「秋」絢爛但平和，匆匆的走過就像風刮過身邊。 

1985年生於北京

2008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學院

2013年畢業於法國佩皮尼昂藝術院旅遊傳媒專業

2016年結業於中央美術學院中國岩彩畫創作高研班

2020年暖心巡迴展「春回大地」，杭州寶龍藝術中心

2019年第三屆「美麗家園」——寶龍藝術大獎，上海並獲得
優秀作品獎

「千年之約」——墨舞•迪拜全球華人書畫大展，迪拜

「溯源重生」——岩彩繪畫課程體系實踐軌跡，上海

2018年第二屆「美麗家園」——寶龍藝術大獎，上海並獲得
評委提名獎

2017年「獨樹一幟」中國現代岩彩繪畫邀請展，上海

第二屆全國（寧波）綜合材料繪畫雙年展並獲獎，寧波

第七屆北京國際雙年展，北京

2016年「絲路•岩語」——中國岩彩繪畫文獻展，炎黃藝術
館，北京

劉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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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畫面主要只用了朱砂和藍銅礦兩種顏料。紅與藍的對
立非常有視覺衝擊力。傾洩而下的紅，就像為了心中認定
的真理不惜一切代價和命運做較量的人，熾熱如岩漿的血
將花朵都燙傷。 

《真理永遠存在》
岩彩／木板裱紙
40x50cm
2021年

1993年出生於四川德陽。 

2012年進入四川音樂學院成都美術學院學習中國畫，2020年獲
得藝術碩士學位。 

作品曾入選：四川第九屆新人新作展、「杏林擷英——全國高等美
術院校優秀學生作品」、「墨象行吟——全國高等藝術院校研究生
中國畫學科作品展」等。

劉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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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景亮

《麥積山》
岩彩／皮紙 (例)
45x60cm
2020年

宛如晚霞中的彩蝶，掠過那一座座斑痕纍纍
的洞龕與崖壁上起伏的大佛，遙想千年不倦
的傳說，在蒼茫和雄渾的底色中加深歲月的
滄桑，感念天地之輪迴！

2000年，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壁畫專業本
科畢業；2005年，廣州美術學院中國壁畫藝
術研究方向碩士研究生畢業；2014年，中央
美術學院 「材料語言研究與中國畫當代藝術
表現」研究課題訪問學者。

現任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壁畫工作室
主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岩彩畫實驗
室主任；中國美協會員；廣東省美協綜合材
料繪畫與藝術品修復藝委會委員；廣州市美
協綜合材料繪畫藝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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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彩藝術綻放異彩

香港畫家



白雙全

我專用粗粒的岩彩來創作，把顏料還原到物料的想像，把岩彩物料的物質堆放在
不同環境造成微觀景觀，由點線面以至山石小島，並存並並置拍照，最後由它消失
在風中。

岩彩的原料是岩石的粉末狀態，由岩石打碎磨成細沙再磨成粉末，粉末鋪成平面，
平面指涉顏色，顏色框定圖形，圖形帶出物象的想像，製造空間感，於是有背景、有
意境、有意象，可以投放感情和思想，帶有精神性。

用岩彩畫一件岩石，岩石是何意思？把一張岩彩畫燒盡刮出粉末，堆成山石，是山
還是畫？用藍色的岩石扮一個圓形的湖？拋50克淡水綠的岩石粉末在風中造一瞬
間山水〮〮〮〮〮〮我試圖還原岩彩的繪畫過程，不以繪畫方式來試驗和記錄岩彩的繪畫
特性，突出其物料性和精神性，擴闊並尋找其獨特的表現方式。

《他／山／之／石》
（以岩彩為岩石的前設）

岩彩、繪畫、裝置／攝影
不定
2022年

1977年出生，在香港生活及創作。2002年畢業
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他的作品多發表於星
期日《明報》的專欄（2003至今），從事繪畫、裝
置及概念藝術創作，擅長以日常生活的情境介
入創作，引發對當下處境的思考。他曾出版《單
身看II：與視覺無關的旅行》、《單身看：香港生
活雜記》和《噩夢牆紙》。他曾參與多個國際展
覽，2009年他代表香港參加第53屆威尼斯雙年
展。2012年獲頒香港藝術發展獎最佳藝術家獎，
及中國當代藝術獎（CCAA）最佳藝術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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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岩彩學會副會長，學習研究藝術多年，期待未來的日子在岩彩
這個領域繼續探索。

35

朱秋慧

對未來未知世界懷着希望，充滿好奇並探索，
也許是生命前行的動力。

《向往》
岩彩、石膏／畫布 
135x135cm
2022年

氣候暖化 ，冰川迅速融化，全球陸地大量減少，未來人們也
許要生活在一些漂浮的島嶼上，可否將島嶼建成美麗花園？ 

《浮動花園》
岩彩 、 凝膠、石膏／畫布

152x122 cm
2022年



滿手時間的弧舟，

無人再從大地與土壤捏出我們，

無人祛去倒樹根基的邪，

無人

  

何婷

《Elegy Never Sings (I and II)》
木、泥、礦物顏料、箔／水墨紙本
196x44 cm 
2022年

何婷 (Ho Ting) ，喜愛研讀德國文學及圖像史，現於中大藝術系研習傳統
繪畫、篆刻及書法，曾於生活館Kids Club及中大文物館實習，以傳統媒
介詮釋當代社會意識形態。其以繪畫、行為及文字為創作媒介，他們與
自然和泥土有密不可分之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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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頸》
岩彩、色土/練習簿
19x12.5x2 cm
2022年

1995年生於香港，2018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士課
程，曾赴名古屋造形大學交流半年。她專注於水墨創作，作品嘗
試拉近傳統實踐與日常經驗之間的距離，並嘗試尋找風景以及
山水符號在現今社會下的意義。

《無油船》
岩彩、色土/木板
39.5x90.5cm
2022年

海上停泊着油盡燈枯的供油船。

我在練習以鹿頸的泥土書
寫出這個地方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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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君怡



只有這一生的我才會擁有的一個玻璃盒，

才會做的一個動作。

《玻璃裡》
岩彩
40x40cm
2022年

房的創作多以線條建構畫面，配合各種規則及自然形狀，配合傳
統水墨、礦物顏料、及許多混合媒介，希望透過畫面講述一個只
有一幕的故事。

房希望透過創作，可以創造一個安靜美好的另類世界，希望畫裡
的人、物都不用再經歷離合，不用再得到悲傷，不用為自己人間
記憶的消失而感到慌張焦躁，或許也是房對於一種超脫現實的
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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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邦越



陳育強
《歸去來兮》

岩彩／照片相紙
61x91.5cm
2021年

以城市晚上荒癈角落的照片，用岩彩強調
微弱生命線索，也比喻目前自己創作方向，
注視被今人忽略的傳統。

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及後在該系任教二十七年，亦曾在香港
藝術學院任職。陳氏自90年代起以混合媒介及裝置為主要表
達方式，退休後專注繪畫創作。

《親愛的寒山》
岩彩／塑膠彩布本
61x51cm
2022年

以唐朝詩僧寒山的詩作意境為題，作一土
石堆，以為山崗，亦命名為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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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桃芳（𣑯）

從事慈善和公益事業達二十多年，喜歡攝影和藝術創作，近年愛上岩彩的粗獷和純樸而成為業餘自學創
作人。認為生命中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風光，希望用藝術把生活中的感覺直接記錄下來，亦希望向大眾
推廣岩彩藝術，令大家透過其過程中得到自我了解和療癒的感受，既可享受作畫的樂趣，也可充實自己的
生活和學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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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源自因COVID-19封城期間，思想上所產生的自我
調節及變化 。

《慵懶》 
岩彩、 金箔／油畫布
90x60cm

《探索》
岩彩／油畫布

60x90cm



管偉邦

《動》
岩彩及設色紙本
90x60cm
2022年

岩彩、石色、水色和水墨，各具面貌，
但在水與色的凝聚和流散、積疊與
沖刷中，卻融合統一。

管偉邦，水墨藝術家，曾獲「第十屆全國美展優秀獎」和「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2009)，
及舉辦個展「TRANSpose」(英國東亞藝術博物館)，「清風徐來」和「神遊」（台北及北京亞
洲藝術中心)。管氏的作品收藏包括美國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洛杉磯郡藝術博物館、
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M+，以及香港藝術館。現任為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

《狂》
岩彩／水墨膠本
61x56.4cm
2021年

筆觸或緩或疾，空間似實還虛，作品以
「字」為「圖」，摒棄了慣常墨色的層次，

嚮往黑黝黝中的那份厚重和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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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不分》
岩彩
21x29.7cm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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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康

自1995年台北漢字海報交流展，開始用漢字造
字六法中的會意來融入設計，今次卻利用岩彩創
作了「左右黑白是非曲直凹凸正反」等的一個「不
分」系列。

著名設計師及藝術家。

從事設計及藝術創作三十多年，獲奬超過三百項。

設計代表作屈臣氏蒸餾水水瓶，獲「瓶裝水世界」
全球設計大奬2004。

藝術代表作「椅子戲」系列外、還有「歲歲平安」，
「幸運曲奇」及竹裝置作品等。

2 0 2 1 年，獲 得「香 港 出 版 雙 年 奬 最 佳 出 版」和
「DFA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世界傑出華人設

計師奬」。



《活水II》
岩彩、金箔／紙本
122x81cm
2020年

鍾大富

2020年，新冠病毒，把人們交際的活動都暫停，國際間亦突然閉關鎖國，限制互通起來。
這是否神因為人類犯了破壞地球平衡的罪，而判人類入獄反思的裁決呢！回憶當民智未
開的時候，當有瘟疫出現時，先祖們向天祈求，望菩薩賜予甘露，救冶萬民。「活水」是觀音
手中的聖水，也是我在限聚孤獨的期間，從內心祈求思想自由的靈藥，更祝願疫情快些過
去，從被囚的狀態回復地球村的模式，並一起去愛護地球！

1981年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1986年獲日本文部省獎學金，1990年在日本東京國
立藝術大學藝術碩士畢業。回港從事藝術教育與創作，曾任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和香港中
文大學藝術系版畫科講師；並於香港、台灣、新加坡、東京、倫敦和溫哥華等地舉辦個展。
作品為私人及美術館收藏。

《活水I》
岩彩、金箔／紙本
81x122cm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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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人物誌》
岩彩布本
50x50cm（x4）
2022年

延續我新近發展的《近世人物誌》系列，描繪我們集體回
憶中的文化偶像。

岩彩跟我慣用的塑膠彩不同，較不穩定及需要小心保養，
因此今次的選材亦由經典人物轉為2021年新生巨浪。

1974年生於香港，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獲學士及藝術
碩士學位。1998年獲頒香港市政局藝術獎。

他以塑膠彩畫布為創作媒介，掌握西方當代繪畫語言，對普及文
化及次文化亦有敏銳觸覺，作品透過流行圖像反映個人視野。他
現任中文大學藝術系兼任講師，作品為香港藝術館及私人收藏。

謝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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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 以 此 作 描 繪 記 憶 中 的 青 海 無 人 區。常 年 積 雪 的 岩
山 與 團 狀 沙 漠 植 物，公 路 延 綿 至 無 盡 平 坦 的 遠 方，
乾寒的西風刮去一切不淨。

《無人區的記憶碎片》
岩彩／塑膠彩獨幅版畫
20x25cm
2022年

就讀於中大藝術系四年級，作品主要探索人和大自然的
關係，例如其中視覺形式、矛盾情感、相處模式等。她在
本地農耕機構的實習經歷，以及近年在中國遊學考察
的過程，令她重新思考藝術創作的本質及自然帶來的啟
發。在創作媒介方面，她對立體及平面的形式都富有興
趣，處於不斷探索及融合的階段，希望在不遠的未來確
立自己的創作體系及藝術語言。

魏舍椏

殘 破的經幡包裹着一座樸素的紅底白塔，藍色的布料
與西北的天空一樣蔚藍，但它就在觸手可及的眼前。

《經幡塔》
岩彩／塑膠彩獨幅版畫
20x25cm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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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岩彩」命名

「岩彩」是近年來為中國美術界格外注目的一個新名詞，也是許多青年畫家十分喜
愛的一種新材料。短短幾年，以岩彩創作的畫家已漸漸形成中國畫壇上不可忽視的
活躍群體。

一. 何謂岩彩

岩彩——指岩石之色彩。

岩彩畫——指以五彩的岩石研磨成粉狀，調和膠質為主的媒介，繪製在紙、布、板、金
屬及牆面上的作品。

一般地說，岩彩是一種顏料。但是它不同於傳統美術常識中泛指的顏料。因為其具
有明確獨特的材質美感，所以，可以稱之為「帶顏色的材料」，或者更專業的說 
法是「具有色相的粗大材質」。它與有光澤的油彩不同，也與能稀釋於水的水彩、丙
烯色不同。它拿在手中沉甸甸，畫在畫面上灰雅而突浮。雖然也要用媒介調和，但是
不與其溶解而是「水落石出」。最主要的特徵是，以明顯的晶體顆粒呈現其材質之
美，每一色相都按顆粒大小不同分為十四種色階。其中一部分是用天然岩石直
接研磨而成的岩彩，還有一部分以長石、石英等礦石為原料燒製的人工合成岩彩，
稱之為「新岩」。我認為，除拓展了色域之外，岩彩對於晶體顆粒的粗細區分具有革
命性意義。因為這使其跨越了顏色與材料、古典與現代兩個領域、兩種概念。既可以
偏倚一方，又可以兼而有之，畫家從中任意選擇，任意組合，具多向發展之可能性。

岩彩也是個開放的概念，包括泥土色、水干色、（用白土、蛤粉染製而成）金屬色、箔
類以及對於材質硫化及熱變處理〮〮〮〮〮〮強調材質肌理意識，擴展材質肌理美感，各種
材質對比交織共構同一空間，是岩彩畫最大的特點。 （注1）

廣義地說，岩彩指岩石之色彩，它存在於大自然當中，並不特指某種商品。我的作品
中用過不少黃沙、白沙、金剛砂，還用過不少學生送給我的自製岩彩，採集於他們下
鄉寫生的山野裡。在新疆去克孜爾的途中拾過非常好看的紅石，在湖北美術學院講
學時試用過紅磚、黑瓦，效果都出乎意料的好。福建省藝術館的青年畫家用本地紅
土、黃土畫出了不少精彩大作也是一例。我認為這些都是「岩彩」。理解岩彩的人，以
岩彩為起點，舉一反三地認識了許多材質之美，生活中眼光變得敏銳起來，於熟視
無睹的景物中不斷有所發現，往往，創作的靈感是生發於採集材料之中的，創作的
含義也大大延伸。

岩彩畫也有自己獨特的製作方式。必須畫在平展硬底的承接物上，並以扁筆、板刷、
刮刀等為主要工具。作畫時將岩彩顆粒與媒介混合，注重色彩語言的運用，注重材
質肌理的抽象構成，以層面疊加的思路生成畫面，最終形成與水墨、油畫、水彩等其
他材料和畫種全然不同的斑斕、晶瑩之美，這種美具有強烈的視覺和觸覺效果。畫
面從自然幻覺及虛體空間回到物質性存在，使一個單純的平面具有凹凸不平、閃亮
與烏光、粗放與精細等多種材質肌理的區別，還可容納拼貼、壓印、打磨、刀刻等各
種技法，材料與技藝也由手段昇華為審美對象，繪畫的語言——形、色、肌質自身的

抽象意義清晰而實在地浮現出來。這些，模糊了「繪畫」與「製作」的界限，其意義已
超越了純粹繪畫性，似乎變成非繪畫之繪畫。岩彩畫大大豐富了當代視覺藝術的形
式語彙，成為現代繪畫中新興的表現形式，帶給我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

二. 為何創造「岩彩」新詞

「岩彩」這個新詞創造於1996年，基於「以開放的心態，從輕鬆的角度給自己及相關
作品起一個易於理解的名字」的想法。繪畫的材料雖然是「形而下之器」，但卻是精
神和觀念的載體，不容忽視。某種材質美感和某種表現意欲往往有着深刻的聯繫，
開發材質之美或許可以產生出十分有意思的作品。

使用岩彩的日本畫，在一些技法書中也被稱為「岩繪」。（注2）同樣使用岩彩的台灣畫
家林之助先生在1977年提出「膠彩畫」名稱，並被正式納入美術大學課程。（注3）為了
便於世界上使用同種材料的人能夠相互交流，取了岩繪的「岩」字和膠彩的「彩」字，
以求大同小異，相互理解。

瀏覽世界藝術史，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可以用任何方式命名。尤其進入現代社會，無
權威，無規範，跨領域，追求模糊性及不定性〮〮〮〮〮〮標新立異已是明顯特徵。不同的命
名方式往往代表着不同的藝術觀念。我認為對於繪畫的種類，以物質性材料命名比
較輕鬆和開放。如油畫、漆畫等以調和媒介命名；如岩彩畫、水墨畫、版畫（銅版、木
版、石版、絲網）等以材質特色命名。（注4）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視覺藝術的基本語言
和基本材料都屬世界語，可以超越地域和民族的界限，理應給予其自然發展的廣闊
空間。

同時，時代是變化的、發展的，作為反映內在精神的一切表象，如材料技法、語言特
徵、審美情趣也有鮮明的時代性。名詞和稱謂更是作為時代需要應運而生的產物，
也必然會隨着歷史前進和觀念更新而消亡。任何事物都是一時的，不具永恆性。創造

「岩彩」這一新詞，正是因為沒有合適的舊詞可以代表，也只在意其當下之意義。

三. 岩彩畫與工筆重彩畫的關係

翻開悠久浩瀚的世界繪畫史，會看到在科技不發達的古代，在一個十分漫長的歷史
時期，畫家們普遍使用礦物質岩石粉末為顏料。

以礦物質岩石粉末作畫也曾是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中國繪畫的主流，並且達到過燦
爛輝煌的鼎盛時期。（注5）古代中國稱這種顏料為「礦物色」或「石色」，這是岩彩的前
身。現在可以考察的尤以克孜爾、敦煌、麥積山、西安、西藏等地的眾多壁畫為代表。
它們經歷了上千年的兵荒馬亂、風雨滄桑，至今依然濃郁奪目，神采飛揚。這些古代
壁畫運用大量不透明礦物材質直接厚塗；講究製作基底並有凹凸；點線面自由而抽
象地交織共組畫面；以色面為骨架重視色彩對比；盡量呈現材質本色之美；用筆隨
意自由無程式；視覺效果開闊博大深厚。從製作技術、視覺效果等許多方面可供今
日岩彩畫學習和研究。不幸的是唐代以後，這種畫風日漸衰微，技法也日漸失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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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代之的是以紙和絹為載體的捲軸畫形式。畫面出現大面積空白，不再製作肌底，
追求輕薄、細膩、淡雅之情調，形成墨線勾勒、三礬九染、以薄見厚的工筆繪畫程式。
即使是強調重着色的工筆重彩，也是以工細繁瑣的線描為骨架，以水墨和淡彩為對
比參照。雖然也運用一些不透明色彩，但僅僅是以極其細微的材質局部的罩染和勾
填而已，這與大量運用不透明材質，直接的大面積彩繪在硬質底色之上的手法有着
性質的不同。顯而易見，不透明畫法和礦物質肌理之美已經失去主要地位。無疑，工
筆重彩畫也是不可忽視的古老畫種，有着自身的演變脈絡和美好前景，岩彩畫也並
不排斥它。但是，如果認為岩彩畫必須納入工筆重彩畫的思維框架，必須沿用「重彩
畫」的稱謂，則實在牽強。

中國及世界的古代壁畫以及民間彩繪中，有許多材料技法有待於岩彩畫繼承；彩
陶、青銅器、瓶畫、玻璃畫、蛋彩畫、油畫的一些視覺效果，岩彩畫也可以借鑑。站在
岩彩畫的角度看「重彩」之詞，無論從審美角度還是從技法角度解釋，都過於局限和
含混；重彩畫所描繪的創作理念，也根本不能代表岩彩畫的立場和追求。我與許多
岩彩畫家一樣都出身於工筆重彩。運用岩彩材料創作時，我們深深體會到：一切都
在原有創作經驗之外。作品成敗的關鍵，恰恰在於是否能夠掙脫工筆重彩的思維模
式和技法模式，非此便不能展現岩彩特質以及這種特質帶來的新鮮感覺和現代觀
念。材質的引導和創作的實踐使我們越來越明確，岩彩畫不應把自己狹隘地定位在
工筆重彩畫的框架中。只有走出傳統的思維方式，從材質這個新角度看問題，才能
有更寬泛的包容性和更自由的前景。

至於「石色」與「岩彩」的概念也不能同一。雖然它們同是岩石之粉末，但是，岩彩可
以涵蓋石色，卻不能說「石色就是岩彩」。因為石色種類稀少、質感單一，千百年來無
任何變化，根本不能涵蓋色域寬泛、種類繁多、肌理豐富的岩彩。況且，「石色」一詞
已使用千餘年，在人們心目中早已形成約定俗成的古典聯想，又怎麼能涵蓋岩彩之
現代意義？

岩彩畫要求我們具備現代空間觀、造型觀、色彩觀；具備明確的材質意識及原創性
技法意識，將創作靈性直接注入材質技藝，在一個製作過程中不斷生發拓展創意；
在繪畫語言的整體構成中展現個性和智慧。還要求我們汲取東西方文化之精華，從
宏觀的高度拓展審美視野和表現能力。在岩彩創作群體中，我們的共同追求是——
盡量開放的心態和盡量個性的立場，面向未知，無框架。因為，新材料帶給我們的是
思想的解放和心靈的自由，而並非是任何既定的模式。

四. 岩彩畫與日本畫之關係

岩彩畫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泛指一切以岩彩為主要材料繪製的作品。岩彩畫不等於
日本畫。

日本畫產生於中國文化母體之中，沿着唐繪、大和繪、浮世繪的脈絡成長，19世紀
末，為了區別進入日本的西洋油畫，才稱這一體系為日本畫。（注6）一百年來日本畫接
受了西方的影響漸漸與中國繪畫拉開距離，突變的來臨是20世紀50年代。戰後的日
本，社會生活有了根本的變化；新一代畫家有了全新的價值觀；科學技術也急速發
展。日本畫材專家們使繪畫的材料從製作到使用都有了性質的不同，除了變異拓展
了中國的古典礦物色，還創造了人工合成的材料——新岩。變革後的材料和現代的
藝術觀念，使日本畫走出了古典審美定式和語言體系而跨入現代範疇。今天的日本
畫更是樣式新奇，已走向綜合材料，並由平面進入立體裝置。（注7）

近代，日本畫從單一的農業文明步入多元的現代文明的變革經驗給予我們諸多啟
示，也與我們心中的長久追求不謀而合。同時，岩彩這個來自中國文化傳統內部的
材料，在我們身邊停滯千年卻漂洋過海在異國發揚光大的事實也不能不令人深思。
雖然，現在我們使用的是經由日本人變革過的材料，並且移植了一些日本畫製作技
法，但卻不能認為這就是在畫日本畫。因為岩彩只是一種材料，與其他任何材料一
樣是物質性的。材料與技法只有與精神層面相連接，才能變為語言，才能產生意味。
日本畫家運用岩彩表現的是日本人的精神，屬於日本文化，而中國畫家運用岩彩要
表現的是中國人的豐富感受，這屬於中國文化。如今傳統繪畫的封閉界限正在逐漸
模糊，造型藝術的基本概念正在逐漸擴大；世界上根本沒有絕對純粹的事物，異質
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交流已成為時代特徵。不能再認為堅持使用細微柔弱的花青赭
石、堅持細線勾勒、原色罩染就是民族形式的象徵，就具有所謂的民族性。也不能
認為色澤豐富、肌理強烈的岩彩及相關材質只屬於日本。更不能認為對比色、同類
色、冷暖鮮灰這些色彩原理以及色彩思維方式只屬於西方。越是現代藝術家越追求
開放的國際視野，越重視獨特的個性精神，並且相信民族性已經包容在每個個體之
中。無數事實證明民族性是不會丟失的，因為它是一種遺傳基因，一種生存背景，是
流動在每個人血管裡的血漿。只有走出精神的誤區，真正面對自己的內心，才能夠
輕鬆自然地選擇適合自己的材質和技法並且為所欲為，也才能夠直接觸及藝術創
造的實質。這對於中國本土畫家尤為重要，也是堅持以材質命名的原因。

岩彩以其豐富寬闊的表現魅力連接了東西方文化尤其是現代藝術觀念。在中國，它
顯現出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在新世紀，它反映了當代中國繪畫變革的要求。以它
命名一個年輕的新興畫種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以岩彩為契機，轉變一下凝固已久
的思維角度，目的是激勵出創造的靈感和探索的熱情，跨越一切表層的界限，回歸
藝術以人為本的理念，努力開拓出一方中國現代藝術的嶄新空間。

                                  
岩彩藝術家、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胡明哲

注：
1. 請參閱《岩彩畫藝術》P25～P46——「岩彩畫技法講座」，胡明哲編著，黑龍江

美術出版社，2001年

2. 日本語中，稱「畫」為「繪」。如：油畫為「油繪」。水墨畫為「墨繪」。有的書中也
稱日本畫為「岩繪」。稱材料為「具」，如：油繪の具、墨繪の具、岩繪の具等。

3. 請參閱《膠彩畫之淵源、傳承及其影響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P266～P267，
台灣省立美術館，1995年

4. 岩彩的主要媒介是膠，但也可以用丙烯結合劑、油、丹培拉調和，媒介不是我
們的關注點，所以沒有稱之為膠彩。

5. 請參閱《岩彩畫藝術》P4～P13——「岩彩畫技法講座」，胡明哲編著，黑龍江
美術出版社，2001年

6. 請參閱《近代日本美術的軌跡》——「日本美術院創立一百週年紀念特別展畫
集」，東京國立博物館，1998年

7. 請參閱《岩彩畫藝術》P13～P20——「岩彩畫技法講座」，胡明哲編著，黑龍江
美術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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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日本畫」「中國畫」與「岩彩畫」的關係

歷史上的「日本畫」與現在的日本畫

什麼是日本畫，想要知道這個問題，就必須知道歷史上的「日本畫」與現在的「日本
畫」。

現在被稱之為「日本畫」的繪畫，是用90%以上岩彩（天然礦物和人工高溫合成素
材）繪製的繪畫，所以，「日本畫」，從使用媒介意義上看就是「岩彩畫」。

亞洲用國名來命名繪畫的不止日本，中國也有「中國畫」，究其原因很多。亞洲近現
代化的一百五十年，隨着西方列強殖民政策的推進，使得亞洲社會動盪不安、被動
轉型。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推行植產興業、門戶開放國策，引入歐美科技文化藝術的
同時，也誘發了本土文化藝術被邊緣化、民族文化生存面臨危機的局面。在如何構
建現代型日本國家和與之相匹配的文化藝術等諸多問題尚未深究探明的背景下，

「日本畫」名稱就「草草」誕生了，這也許是一個民族，在其自身文化藝術瀕臨危機
時的一種民族自救行為。此外，就美術而言，為了區別新輸入的西洋油畫，也是「日
本畫」名稱產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正籍此重建新的國家體制，即由摹仿中國轉而摹仿西方。
美術、繪畫也在其中。所以，明治、大正、昭和初期約六七十年之間，日本美術傳統各
派名家紛紛角逐登場、粉墨亮相，以一千多年間東亞傳統繪畫各門派畫派應有盡有
之樣式和技法，對應西方古典油畫、印象派、及印象派後期的現代主義繪畫等，雙方

「配對、溶和、折中、兼有」，無所不用，無所不及。無論濃彩厚塗還是水墨淡彩、無論
寫意還是寫實，這一時期，輪番上演了一齣齣與西方繪畫過招交手、融和兼併的時
代劇。大浪淘沙、優勝劣汰。這一擂台賽的結果是，以日本最古老的畫派、濃彩厚塗
的「大和繪」派勝出而落下帷幕。岩彩材質近似油畫色體是素材的原因，擺脫千餘年
來大陸文化藝術影響是文化藝術上「脫亞入歐」。這其中最令鄰國中國人匪夷所思
的是，放棄毛筆畫畫、改為平筆塗抹。放棄筆墨構造，改為濃彩平面，這又是一種什
麼樣的藝術追求呢？

「大和繪」派勝出的原因大略可以歸納如下：
1  重視色彩在繪畫中的地位、意義，重建色彩的繪畫（時代）; 
2 使用具有「材質感」、「色體感」的顏料：岩彩、泥彩; 
3 以二維平面造形為主，通過岩彩色層疊加，產生豐富的色彩效應; 
4 除去用筆、運筆，建立以塗抹為主的畫法（擺脫線描造形，擺脫毛筆造形的束

縛）; 
5 層面疊加，講究製作，岩彩與金屬箔相輝映，匠人取勝文人，恢復「美的技術」的

美術; 

新日本畫最終樣式的形成是在戰後，以社團法人日展的成立、及日展畫家東山魁
夷、高山辰雄、杉山寧、日本美術院畫家平山鬱夫、創畫展畫家加山又造為代表的畫
家們及作品群（1950-1970）的發表為標誌。這是新「日本畫」的形成期，也是現代、
現在意義上的「日本畫」。

2020年代的「日本畫」，基本上延續了1950年代以來近乎90%的岩彩媒介材質繪製
繪畫的傳統，它區別於歷史上的日本畫。歷史上的「日本畫」是一個不同畫派畫種的
總稱。即使是濃彩厚塗的「唐繪」、「大和繪」，也不是用單一的岩彩材質為素材繪製
的繪畫，而是以岩彩材質為主、兼有「岩彩•泥彩•墨彩」多媒介複合的繪畫體。所以
說，20世紀中葉，在日本誕生了一個全新的以純岩彩材質為媒介的繪畫樣式。在這
之前，人類尚未有過「純」岩彩材質為媒介的繪畫。

誕生初期，生機勃發的日本畫在岩彩繪畫語言的原創方面長袖善舞、語境疊出、創
意不絕、倍受矚目。它既傳承了傳統大和繪的層面疊加技法，又摻和了西方肌理表
理的要素；既以東方二維平面為其基本造形語態，又有着西方現代主義繪畫的平面
空間構成；（杉山寧、東山魁夷、高山辰雄、平山郁夫、加山又造為代表）80年代，伴隨
着日本經濟騰飛，日本畫由岩彩材質誘發的色材材質肌理表現，影響世界畫壇。現
代繪畫正走向素材材質為主題的創造。

過了形成期的「日本畫」（1950-1970），進入發展期的「日本畫」（1980-1990），之後
世紀之交，現代、現在意義上的「日本畫」，以原始的「自然礦物素材」為主語，逐步遠
離寫實描繪使用色材的顏料意義，而把岩彩材質拓展視為更為廣義的、非古典繪畫
素材的意義。「脫離日本畫宣言」思潮，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所謂「脫離日本畫」，
可以有兩種解讀方向，一種是對歐美傳統經典繪畫影響下建構的「形成期日本畫」
的捨棄，包括繪畫作品的敘事性、觀念性主題表述的捨棄，發展為以素材自身的演
出來代替主題、直接以素材語義的發現作為一種藝術創造的導向。以齋藤典彥、岡
村桂三郎、村上隆、山本直彰等藝術家為代表。另一種解讀是「材質回歸」。認為單一
岩彩媒介素材的語義在「形成期日本畫」中消耗已盡，不妨回歸三素材時代寬廣多
樣的語境選擇。濃彩厚塗和薄彩暈化，不同屬性的素材多層疊加所表現出無法預見
的偶然性，一種溫潤文雅的東方文化精神，遠勝於單一素材。

然而，被捨棄的東西很難找回，歷史的重複不是重現。第一代日本岩彩畫家是在面
對一千年繪畫傳統撿討後深思熟慮的捨棄，而當下第四、第五代日本畫傳人們，卻
沒有了一千年積蓄的過去而只有當下，如何在21世紀重塑自我、找回自己，處於進
退維谷的境遇。這些反映在當代日本畫壇上，就有了最近幾年來部分藝術家對東方
上古傳統藝術的嚮往和回歸，以及由此引發對古典技法材料的熱心。

漂泊流變文化是日本畫的生態特徵

從近現代日本畫的形成發展、流變及現狀看，不落根須，漂泊流變是日本文化藝術
及日本畫的生態特徵。

日本的學者及美術院校的教授們不願意讓日本畫處於一種固定的規範形態中，而
更願意讓它處於一種流變狀態中，以永葆其青春活力而無固守之迂腐。在日本，是
找不到一流畫家製作程式和技法的教科書的。日本畫教學基本上沒有教程，也不制
定教程，有的只是一個學校的教學環境和與這個時代共生的教授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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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畫小結

這也許是大陸文化與島國文化的差異，一個是刨根問底、追根尋源式的講究體脈傳
承；一個是無所謂根脈由來，隨波逐流，漂泊為家。由此，我們才可能在日展、院展、
創畫展中看到使用同樣素材顏料的日本畫作品，竟然有如此多種的樣態和形式，找
不到類似近似的語言表現。日本畫，也許正是為了擺脫傳統的緊箍咒，避免近親繁
殖，才以「不教」「不傳」為其生存方式。所有學畫的人，都必須從材料開始、從零開
始。中日間美術教學中的這種「極端」，一方的缺陷與一方的優勢構成的互補，也許
是中日間藝術同道們相互吸引的原因所在。

現在的日本畫，脫胎於東方早期傳統色彩繪畫一脈，是筆墨構造之前的繪畫樣式，
它與宋以後發生的捲軸紙絹繪畫，是元典與變體的關係。中國繪畫史一直把東晉顧
愷之奉為士人畫之祖，以此區別於工匠繪畫，把知識精英介入繪畫作為繪畫自覺的
前提和標誌。這種符合文人畫思脈的繪畫史在今天的中國，依然佔據意識形態的主
流。這使得中國繪畫史的研究，從初始階段，就被禁錮在一個框架之中，所有的後續
研究都必須順應遵循這一脈絡。能迎合此脈絡即為可，不能迎合的即為否。一部中
國繪畫史，變成了一部只有文人士大夫才可詮釋的繪畫史。

然而，歷史的真相遲早會浮出水面，1900年敦煌石窟的發現，我們親眼目睹了南北
朝、隋、唐五百年間的真跡壁畫，文人編纂的中國繪畫史終於在實物面前發生了動
搖。又過了九十多年，1997年《美術觀察》雜誌首次出現「岩彩畫」，被封塵了千百年
的唐代岩彩壁畫終於走到了世人面前。

中國畫與中國的岩彩畫

中國畫稱呼、概念的出現，與日本畫名稱的出現類似，與中國的近現代史有關，不再
贅述。

一、 關於「中國畫」的概念
現在的中國畫概念，是以近現代流行的中國繪畫語言形態樣式作為「中國畫」概念
的基本內含來設定的。2004年12月號《美術》雜誌發表的《21世紀中俄藝術對話》，
雜誌社主編王仲先生在接受俄羅斯理論家梅裡尼科夫的提問時答到：

「我本人傾向於從工具材料的獨特性來界定『國畫』，因為『國畫』在視覺審美上的
獨特性，也正是來源於這個畫種工具材料（筆、墨、宣紙和水）的獨特性。因此，可以
簡括地說，『國畫』就是很有中國審美情趣的水墨畫。當然，這種很有中國審美情趣
積澱的水墨畫又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工整嚴謹的工筆水墨畫，一種是恣
情縱意的寫意水墨畫。」

如王仲先生所說，中國繪畫的界定離不開工具材料。順着這個邏輯推理我們不難
發現，出產於元末明初的宣紙，在明（1368~1644）中期徐渭（1521-1593）的寫意水
墨作品中的表現最為典型。但是，徐渭的寫意花卉並不代表明代的主流繪畫。至清
朝（1644~1911）前期，石濤、朱耷及稍後的揚州八怪，都曾大膽地在宣紙上演繹水
與 墨 的 滲 化 浸 透，影 響 深 遠。即 便 如 此，揚 州 八 怪 在 清 代 畫 壇 中 的 地 位 還 只 能
說是「偏師、旁門」。宣紙寫意水墨畫的形成，最終是由清末民初後海派旗手吳昌碩

（1844-1927）來完成。1920年代至80年代，是生宣紙寫意畫風靡中國畫壇的時代，
繪畫題材從花卉延展到山水、人物。並以寫意畫樣式完成了傳統保守的文人畫筆墨
體系向近、現代中國畫的轉變。寫意畫成為中國畫概念核心價值觀念的體現。

通過觀察這一漸變過程我們不難發現，宣紙滲化不單是取悅於人的視覺感官，而是
借宣紙支持體，解構、重組了水墨畫的筆墨構造語言體系。王仲先生2004年對中國
畫概念的界定，基本上取自這一時期的中國畫現狀。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兩個
結論：

1. 中國畫概念內涵意義的界定與工具材料密切相關

比如，敦煌莫高窟砂礫岩山體的石窟壁畫，就必然需要與之吻合的礦物岩彩材質作
為它的媒介。雖然那時已有「墨」，但「墨」僅作為黑色顏料發揮作用。彩色壁畫中基
本上看不到墨的暈化、渲染，這是因為壁面即使是做了地仗，它還是吸水的，不宜渲
染。比如絹本支持體與媒介素材，顯然，微顆粒的墨彩是絹本繪畫的首選媒介，它可
以讓筆墨盡興、渲染自得，而厚塗的岩彩就不適合。

2. 中國畫概念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內涵意義

如果是北宋，中國畫的概念是偏向畫院體的嚴謹風格，格物致知、精細刻化、深入描
繪。這與之前唐朝寺院石窟壁畫的大氣磅礴、色彩濃艷、粗獷有力的繪畫樣式形成
對比。同樣，宋畫和唐代壁畫都是製作型的，但一個是壁面、一個是絹本，相差很大。
而明代出現的一蹴而就、非製作型寫意畫，又與唐宋繪畫的製作型體系不一樣。

中國畫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內涵，中國畫概念，只能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才能
解釋得當，它並不是一個對過去任何時代都可適用的概念；也不是對將來的中國畫
有所制約的一個概念。

「唐畫不在」引出本文的主題：中國畫與中國的岩彩畫

從王仲的中國畫概念中我們得知，中國畫就是「很有中國審美情趣的水墨畫」。簡約
化後就是「中國畫=水墨畫」。顯然，這裡面沒有「色彩的唐畫」。的確，在過去中國畫
概念中，沒有唐畫概念，這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美術留學生留學日本，接觸了日
本美術史後才有所知曉的概念，日本稱之為「唐繪」。

唐代繪畫這個問題，本來，隨着1900年敦煌石窟壁畫的發現就應有所結論。然而，等
了將近一世紀，直到20世紀末的1997年，留日研修美術的中央美術學院教師胡明
哲，在《美術觀察》雜誌上撰文，首次在中國美術界提出「岩彩畫」概念，並以隋唐石
窟岩彩壁畫，作為中國「岩彩畫」的根脈，才引起了美術界的重視。

如果從繪畫使用的主要媒介對繪畫進行命名的話，「岩彩畫」就是「唐畫」、唐朝的
繪畫，或色彩的中國畫。所以，中國岩彩畫的提唱，首先是對中國繪畫史中存在斷層
的認知，其次是完成對南北朝、隋、唐，近五百年間石窟寺院壁畫繪畫樣式的正確表
述。籠統的壁畫表述不能反映出繪畫的語言樣式形態。

二、 中國的岩彩畫

岩彩壁畫是中國早期成熟的色彩繪畫樣式

戰國時期發現的帛畫，已使用礦物岩彩進行繪畫製作。西漢東漢約四百年間、墓室
壁畫、畫像磚石上的彩繪也有岩彩色的發現。但總體上，從成熟的繪畫樣式必須具
備的造形、色彩、空間、材質各項形態要素的綜合考察，推動和促進中國岩彩畫迅速
發展、形成樣式的是與佛教的傳入、佛教美術有關。興建佛教寺院石窟需要繪製大

本文限於篇幅無從展開。筆者曾在2022年2月28日線上「卓民•岩彩」第六次公開講座，發表《壁畫走向紙絹——筆法受容與濃彩放棄——試論敦煌壁畫「色面造形」向「線描造形」的過渡》， 2022年3月16日線
上「卓民•岩彩」第七次公開講座，發表《岩彩壁畫向絹本繪畫的轉變——摹仿、移植，北宋•南宋畫院體絹本墨彩繪畫的再建》，該兩次講座都涉及上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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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壁畫，壁畫的盛行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繪畫的發展。查一下南北朝至隋唐宋的名
畫家辭典，大部分畫家都涉及壁畫的製作。

克孜爾、敦煌是中國岩彩繪畫的根脈所在，也是紙絹繪畫的元典

壁畫在先、紙絹在後；借鑒或挪用、移植或並置；離開了壁畫提供的原創造形元典，
很難解釋五代、北宋繪畫中突然降臨的成熟的造形表現和語言形態。近十年以來，
我一直在收集和尋找晚唐、五代、北宋紙絹繪畫如何汲取壁畫、傳承壁畫，藉助五百
年壁畫的原創言語深化、改造，進而形成紙絹捲軸中造形語言樣式的軌跡。同時，以
敦煌壁畫為例，調查考證盛唐色彩壁畫經由吳道子的「白畫」之變，岩彩壁畫向紙絹
墨彩繪畫轉變，其背後驅動它變化發展的藝術邏輯與規律。以上兩個方向的研究，
涉及中國繪畫史上「唐宋之變」的課題，也是講清楚中國石窟寺院壁畫藝術是東亞
岩彩畫之源的關鍵。 

寄予厚望——創建中的敦煌美術學

中國岩彩畫在中國畫既成的體系中很難佔有一席之地，這是因為中國繪畫史自宋、
元以後建構形成的文人畫、文人畫評價體系，及其後七、八百年中文人畫的枝繁葉
茂、盤根錯節，獨霸話語權的緣故。這裡，沒有造形原創，沒有加工素材、做地仗、塗
底色、兌水兌膠，工作在寺院石窟民間畫師工匠的地位。1920年代，包括「五四」前後
中國畫的改良、革命，曾有人想借西畫寫實，改變傳統舊習，如今也已灰飛煙滅。改
革開放、經濟騰飛，都市文化崛起、社會走向現代，與此相悖的是中國畫壇卻出現了
傳統文人筆墨畫的強勢回潮，令人瞪目。

就像被失去記憶的「唐畫」一樣，中國岩彩繪畫在當代舉步艱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它屬於岩彩材質的塗抹體系，而不是書畫同源的書寫體系；是民間工匠畫師們為信
仰奉獻、或為生計所迫的製作行為，而不是士大夫文人遊手好閒、自娛自樂的信筆
拈來。民間工匠創造了中國美術無數個原型、經典、圖式：在敦煌隋代、初唐、盛唐的
石窟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到完整的扇型鬆葉；勾勒點葉的畫樹法；米點山水的原形；
斷崖絕壁的造形；山巒屏嶂的重疊。還有早於郭熙三遠法的「間隙」空間構造等等。
我們期待着敦煌美術學的深入，期待着中國早期色彩繪畫原創的昭示，工匠畫師們
的畫業被重新評估的那一天。

現代、從學習日本畫開始的中國岩彩畫重建，舉步艱難

如前文所述，中國沒有「唐畫」的傳承，恰恰在鄰國日本，保存並延續了唐畫並傳至
近代，為日本畫的現代轉型提供了傳統資源。在日的中國留學生們發現，東山魁夷、
平山鬱夫作品中的岩彩厚塗繪畫樣式，源起於中國的唐代壁畫。

「他們發現了東方古典繪畫傳統中的另一脈絡——南北朝、隋唐時期，直接用岩彩
塗繪、以岩彩材質形態語言為主的中國繪畫，或稱為色彩的中國繪畫。它是一個紙
絹繪畫之前完成的，獨立的自足的形成體系的東方繪畫語言體系。」於是，他們有了
對中國美術史的新的思考。

1. 用紙絹繪畫的語言形態去詮釋壁畫是一種本末倒置。（岩彩在前、紙絹在後。）

2. 敦煌壁畫具有原創性，與漢畫像磚石的造形、中國本土文脈有着直接的傳承
關係。

3. 紙絹繪畫的樣式發展與成熟，受惠於岩彩壁畫發達的藝術表現。工筆畫與工
筆重彩畫與岩彩壁畫分屬兩個不同的藝術體系。

4. 中國繪畫要恢復、復興這一古老的岩彩繪畫傳統，它的顏料來源如何解決。

5. 岩彩繪畫繁冗的製作與水墨畫寫意性揮寫完全不同；中國沒有「唐繪」的製作
傳承；習慣於水墨的墨暈水染、滋潤浸化；岩彩畫的教學體系如何設計等。

中國從來以為自己是一個重視傳統文脈傳承的國家，然而唐畫不傳，如今卻要向鄰
國日本學習唐代繪畫，學習現代日本畫，這些，也構成了中國岩彩繪畫在當代舉步
艱難的原因之一。似乎岩彩畫是日本畫在中國的漫延、是日本文化對中國文化的侵
蝕。殊不知誰在數典忘祖。 

為「岩彩畫」正名

為「岩彩畫」正名，首先需要說清楚歷史上的唐畫是不是岩彩繪畫。以目前日本所存
唐繪的藝術表現語言形態為參照，敦煌石窟壁畫最接近。所以，對敦煌壁畫的摹寫
研究，是解釋唐代岩彩畫樣式的重要途徑。其次是考證傳去日本的「唐繪」與「大和
繪」的關係及它們使用岩彩材質的共同特徵；再次是對近現代轉型後的日本畫與

「唐繪」、「大和繪」關係的考證。

岩彩繪畫是一個以繪畫媒介素材特徵命名的畫種。在古代，它曾經是人類共有的繪
畫素材。在之後的流變中，大約在西元400年至800年，在中國的南北朝至隋唐的五
百年間，以寺院石窟宗教壁畫形式出現的岩彩繪畫成熟發達，形成了獨立自足的繪
畫樣式。這一時期的岩彩繪畫，是以岩彩材質為主要媒介、「岩彩、泥彩、墨彩」三種
素材複合使用製作的色彩繪畫。

現代中國的岩彩繪畫是從學習現代日本畫開始的，以90%以上的純岩彩材質為媒
介，與傳統的岩彩繪畫有所不同，所以，在語言形態上近似於現代日本畫。

但是，事情正在發生變化。

由於中國繪畫史的斷層，過往的中國繪畫史中沒有唐畫的概念，中國繪畫教程中也
沒有唐代岩彩繪畫的學科。誕生、復興不久的中國岩彩繪畫需要從零開始，創建一
整套可供大學學科使用的教程體系。2014年9月，中央美術學院中國岩彩繪畫高研
班開課，為中國岩彩繪畫教學課程的制定和實踐，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由胡明
哲老師為學術主持，陳文光、卓民、朱進、張新武五人組建的教學團隊正式起動。在
教師和學員們的共同努力下，建構起了一整套中國岩彩繪畫的理論和教學課程體
系。教程體系以中國古典岩彩壁畫為元典，並由此出發，設置了《平面造形課程》《色
彩配置課程》《大地採集課程》《平凡物語課程》《載體拓展課程》等。其中《材質傳情
課程》，明確指出「土質媒介」是中國岩彩畫創作極其重要的一部分，它開啟了與日
本畫不同的藝術表現及追求方向。同樣，克孜爾、敦煌石窟壁畫，將為構建中國的岩
彩畫特色提供無盡的資源。為期兩年的岩彩高研班教學碩果纍纍、收穫豐滿。學期
中舉辦的「本土•萌芽——中國岩彩畫實驗教學課程彙報展」（2015年11月，中央美
術學院教學展廳）；結業展「絲路•岩語——中國岩彩繪畫文獻展」（2016年11月，北
京炎黃美術館），引起了美術院校及業內人士的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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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岩彩繪畫教學與普及現狀

現已出版中國岩彩繪畫教學系列叢書有：

卓民《中國岩彩繪畫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11月 

胡明哲《色面造形——岩彩繪畫形式骨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5月 

卓民《絲路•岩語：中國岩彩繪畫文獻集》，河北美術出版社，2017年8月

胡明哲、徐永明等共著《龜茲面壁——岩彩繪畫語法解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5月

胡明哲等共著《跡象表意——岩彩繪畫創作案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8月

陳文光等共著《似與不似——岩彩繪畫寫生課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12月

胡明哲等共著《格物致知——岩彩繪畫材質覺悟》，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12月

胡明哲等共著《溯源重生——岩彩繪畫課程體系實踐軌跡》，上海大學出版社，2018
年11月

胡明哲等共著《溯源重生——岩彩繪畫課程體系實踐軌跡•續》，上海大學出版
社，2019年6月

目前已知的，用「岩彩繪畫」或「岩彩與綜合材料」命名開設專業教學的藝術院校（本
科或研究生）的有：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美術學院、湖北美術學
院、長沙師範大學美術設計學院。從各校的課程設計情況看，大致分為傳統岩彩壁
畫摹寫課程和現代岩彩材質應用創作課程兩大部分。

中國岩彩繪畫的展望

展望中國岩彩繪畫的發展是樂觀的，原因有三。

首先，它擁有幾個跨越數百年仍至千年，一流的岩彩壁畫藝術博物館——敦煌莫高
窟、龜茲千佛洞、麥積山石窟；它根深蒂固、源遠流長，可資研究的「岩彩畫資源」豐
富。

其二，它有近鄰日本古代唐繪作為繪畫史及作品研究的補充，有近、現代日本畫轉
型的經驗和教訓可鑒。

其三，中華民族歷來尊重自身的文化傳統、文脈傳承連綿有續。大唐海納百川的多
元文化藝術視野正推動着21世紀中國的復興和「一帶一路」國策的推行。復興漢唐
文化、是重建岩彩輝煌的最好時機。

正是這三個原因告訴我們，敦煌美術學建立的必要性；日本繪畫史、近現代日本畫
轉型研究的必要性；中國美術史的重新整合、健全的重要性。

三、中日岩彩畫比較

中日岩彩畫目前尚無比較的意義，原因是中國岩彩畫經歷有限，還處在起步階段。

日本文化的漂泊、流變特徵表明，日本岩彩畫的將來是一個未知數。而中國則確定
了唐畫根基，會持續發展。此外、現代化都市文明取代地緣封閉型封建文人文化藝
術的必然性也勢必引發對筆墨藝術的重新思考。中國繪畫的色彩回歸，將貫穿於21
世紀的中國畫壇，岩彩畫作為中國本土藝術，將是其中的首選。

日本岩彩畫先發的優勢——（1950年起）日本畫在七十年間三個階段，創造建構了
岩彩畫的語言形態，並向縱深、即岩彩材質拓展，讓世界為之一驚。

中國岩彩畫後起的優勢——（2000年起）紮根於傳統土壤深層的中國岩彩畫，面對
千年根基，正培土施肥、修復保護，並以元典為本，重構傳統。而面對日本的岩彩畫，
或借鑒、或規避，可有所選擇。中國不會因為岩彩畫的發展而放棄水墨畫、工筆畫。
繪畫語言形態多元多樣的交匯砥礪，會更好地促進岩彩繪畫的健康發展，併為這門
後起的唐代絕學繪畫提供更廣闊的天地。

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東京藝術大學大學院講師
卓民
2022年7月20日於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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