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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世界的精神架构
Mental Frameworks in the Black and White World

王培永  Wang Peiyong

摘要：黑白是中国水墨画的最基本元素，王培

永用新的绘画方式，把炭笔带来的圈与旋作为他作

品的基点，形成强烈对比。黑与白、深与浅、厚与

重的运用，把现实之景加入自己内心的情感，构成

其作品永恒的焦点。

关键词：积墨，废墟，精神架构

Abstract: Black and white are the most basic elements in Chinese ink painting. 

Wang Peiyong takes the circle and spinning made by charcoal pencil, as the base point of 

his works, with a new method of painting, which forms a sharp contrast. The application 

of black and white, deep and shallow, thick and strong adds his inner emotion to the 

realistic landscapes, constructing the eternal focus of his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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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能说

说哪一幅作品是你觉得画得比较费劲的吗？

王培永（以下简称“王”）：在我目

前的创作中，有小到20cm×15cm的纸本色

粉绘画，也有320cm×240cm的布面综合绘

画，从制作程序和画面控制角度来谈的话，

《X年X月X日》是最具挑战性、最有难度的

一幅。它有320cm×240cm的尺寸，反映的

是正在建设中的城市轻轨及周边建筑场景，

画面涉及到比较多的透视、建筑现场并列的

直线、缠绕的脚手架丝网、散落在地面上的

各种建材，复杂的造型无一不为画面增添了

难度。如何能在类似于建设中的航空母舰一

样烦琐的建筑空间现场找寻建筑本身所特有

的秩序感，同时又要让整幅画面松动有张力

而不拘谨呆板，是很有一定难度的。

 

当：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弃彩色而独守

黑白，这样的创作技法有什么独特之处？

王：儿时的我经常穿梭于父亲的书房，

观看父亲练习书法，在充满幽幽墨香的环境

中，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慢慢地喜欢上了

书画，经常翻阅书画书籍画册，并开始练习

硬笔、软笔书法。后来，我接受了正规的绘

画学习，练习素描，辨别色彩，研究油画，

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绘画之路。我的艺术之路

就是这样开始的，从小时候的书法而起，中

学开始正式学习绘画，如今艺术早已成为生

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绘画表现方式

上，我摆脱了富有华丽而明艳色彩的牢笼与

禁锢，用简洁而明晰的黑白灰色调来表达内

心的诉求与感受，用黑色的炭笔不断重复着

在画布上打圈画，用一个个黑色弯曲的线

条，一层层地堆积出具有强烈地黑白对比关

系及光影效果的图像，画作的形式表达之中

颇有中国画创作中“积墨”的韵味。黑白色

的强烈对比之中，灰色夹杂其间，不单是简

单的色彩过渡，更是突显着一种静寂之感，

大片的灰色弥漫于整个画布，我个人认为也

是人自己丢失了真实自己的弥漫。创作中独

特的材料与创作方式的选取，无形中增添了

作品的肌理效果与质感，由此抛开了色彩的

作品仍然给观者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震撼。

 

当：在2013年，你似乎有转变创作手

法的尝试，当时你的内心是怎样考量的？

王：当时找到用炭笔的绘画方式之后，

其实不想再在画之前可以预见它的效果的情

况下再继续坚持，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在两种

材料之间反复试验，进行绘画语言的探索。

在黑白的背景上加一点淡黄色，包括《夜》

系列画面中出现的黄色和红色也是一种情绪

的渲染。

当：能否谈谈《迹》系列的作品。

王：许多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

不愿长时间重复自己，总是试着在实验探

索中推进自己的创作。我也不例外，在日常

的创作中开始了反自己惯常的图式秩序，反

宏大、反静止、反塑造。《迹》系列开始了

“圈形笔迹”对于零碎微观、片刻运动、失

焦模糊、大片留白的尝试。具体的现实场景

被抽空，瞬时的想象情境回荡开来，绘画语

言越发地走向自觉与纯净。同时我在试图探

索抽象和具象之间的一种可能性，寻求画面

表面之下的逻辑性。

当：为什么总是选择用废弃或者寂寥为

主题的场景呈现在画面中？

王：废墟具有自身的历史性、社会性，

它是一种视觉符号，是一种关于历史、回

忆，更是一种现代世界的架构，同时废墟所

拥有的特质始终吸引着一些社会学家和艺术

家的关注。我用独特的媒介语言，使用象征

性的手法，从一个“未来过去时”的视角反

应当下的自己，来表现历史，提醒我们不要

迷失自己。想通过对历史废墟和城市发展的

纪录，挖掘和关注精神遗存的历史，用艺术

凝视时代。我对自然空间秩序的表现，亦是

对自己内心精神秩序的一种寻觅，让那种重

量感的空间给观众造成历史知觉，形成一种

强有力的震撼。社会调查和记录成了我工作

的一部分，经常自己亲身去老厂房、建筑工

地等废弃的基地建筑去考察，了解当时的文

化背景和错综复杂的故事，直面历史给我们

留下的时空痕迹。相机取景，速写留貌，文

字记录置于废墟，贴身感受此时的气息。再

回到工作室用文字和绘画的形式传达内心的

情绪和诉求。 

 

当：这些场景是你想直接表达内心的感

受，还是想通过描绘这样的景象间接反应你

对美好的憧憬？

王：画面内容是对我们现在真实生活的

写照，是对我们当下生存生活状态的反思和

憧憬，两者都有。在创作之前，我会做一些

社会调查，并不是简单地把它描绘出来，还

会与当地的民众进行沟通和交流，并且拍一

些照片作为记录。我们的建筑发生变化，我

们的生活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整个城

市的规划中，我们越来越便利，便利的同时

我们遗弃了许多，我用我自己的绘画方式和

艺术语言表达对当下社会的一些反思，和对

未来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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