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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一现！石破天惊——

十年磨一剑，五十年一现。感觉就像
传说故事，盖会宁是画二代，父亲是全国名
家，自己家还有美术馆。但他画了几十年
才准备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个展，作品还很
少有人见过。当代艺术界怪人比较多，这
么有个性的艺术家比较少。这批画涵盖了
盖会宁从2014年到现在创作的当代水墨
系列。有3米多的大画幅，也有海报尺幅
的小品。绘画主体都是石头，但是蕴含的
叙事对象却包罗万象。古今中外画石头的
画家很多，只要你细心地对比，就会发现盖
会宁笔下的石头实现了绘画技法和观念的
突破。

盖会宁的作品摆脱了传统水墨对石头
本身刻画模式的藩篱，有石头的细节，但却
是超写实和抽象表现的结合体。画到了假
山不假的地步，石头的纹路、断裂的折痕、
山土风化的咬痕、水流溶蚀的光滑曲线、石
筋的断续延绵、孔洞的自然转折以及千百
年来文人墨客抚摸留下的包浆，犹如现代
摄影高清写真的千万级像素。但画面写实
局部的间隔又是大面积淡墨平涂渲染，甚
至淡到什么都没有画的地步，仿佛只是笔
尖清水拂过纸面，又好像武侠小说中描写

虚晃一剑却封喉的高招。真乃虚实呼应之
境，画里的时光尚未凝固，就差一滴水珠的
滑落，打破这眼前刹那间的宁静。

盖会宁的当代水墨里很少有其他颜色
的掺杂，他在追求黑白极简主义的纯净。
他的作品大致细分为两个品类，一种是绘
写主体之外大面积留白效果的系列，但他
的留白之白，非纸素之白，而是画面主体与
空间的互动。留白之处，不仅使绘画整体
布局更为疏朗通透，也为品鉴者留出极致
的想象天地，以成“思考”之境。另一种是
在生宣表面反复涤染处理留下的纯黑亚光
底色的系列。盖会宁的全黑底色似乎是另
类的水墨留白，暗黑深邃的积淀挤压着记
忆底层的碎片，使艺术的留白不局限于空
白的白，而是虚实互换形成的艺术对置。
英国的东方美术史学者劳伦斯·比尼恩诠
释：“空间常常变成构图中的主角。空间不
是归于死寂，它本身就是一种从画面流入
我们心灵中的活力，并且把我们引入到一
个奇异的氛围里。它是寂然无声的，但它
更是心旷神怡的。”

水墨的空白来自取舍，取舍则是黑白
产生的根源。最早出自明代的《了凡四

训》，舍得的哲理则来源于道家，形成于禅
宗。舍与得的辩证关系也映射出了黑与
白之间的关系。舍弃了黑而得到了白。
水墨画面只有精心地进行取舍，方能以少
胜多，四两拨千斤。在《易经》中有“一阴
一阳谓之道”的宇宙观，庄子同时也道出
了：“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水墨
的独特魅力就是借助一黑一白、一实一虚、
一阴一阳的概念描绘世间万物，表现万千
世界。计白当黑、知白守黑的掌握同样体
现着画家艺术和文学的修养。只懂黑而
忽略白必将顾此失彼，只懂白而忽视黑或
将因此失衡。

当盖会宁把单纯水墨作为一种绘画语
言载体呈现时，反而延展出无限的可能，释
放出背后特有的儒释道东方文化属性的审
美趣味，国际化的架上绘画观念的艺术内
涵得到全新的演绎，艺术的创作者与鉴赏
者也在彼此的虚实世界里转换，无限地包
容和接纳着从大众意识向个体先锋性意识
的转变。图像、符号、观念、表现力，乃至
叙事、隐喻、参悟，都在盖会宁虚实相生的
画面中变化，形成盖会宁作品极其强烈的
视觉风格。

盖会宁

中国当代艺术家，盖茂森艺
术馆执行馆长，多年来游学展访
于欧洲、北美、西非、大洋洲、东南
亚等地区。在萃取东方文化思想
的同时，吸收东西方绘画的表现
手法，并积极导入当代审美的视
觉传达意识。作品应邀在中国、
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
艺术机构展出。作品收录于多种
艺术杂志及艺术合集，论文发表
于中国国家级艺术类核心期刊

《国画家》等。
盖会宁的作品展现了画家长

期以来对古代经典艺术的参悟，
呈现了画家海外研学之旅对世界
各国绘画语境的探究，体现了画
家多种族文化共融的艺术创作理
念，表达了当代水墨艺术对古今
中外美学的对比性思考。形成了
盖会宁独特的当代水墨视觉观念
与艺术风格。

开幕时间：2024年5月12日（星期日）下午 3 时
展览时间：2024年5月12日—5月24日
展览地点：盖茂森艺术馆1、2、3号展厅

（南京市玄武区高楼门29号）

计白当黑 知白守黑
——论盖会宁的当代水墨表现

□方丰天

盖会宁当代水墨艺术展登场

《卧游》117cm×70cm 2021

《雪浪》98cm×180cm 2024

《繁花》98cm×180cm 2020

《牛市》98cm×180cm 2020

《不响》70cm×140cm 2016

《娜丽莎》70cm×140cm 2023

《狮云》47cm×70cm 2023

《梦山图》180cm×98cm 2024

《辟邪》180cm×98cm 2024

《御云》70cm×47cm 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